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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一、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一）联系的客观性、

普遍性和多样性 1.联系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

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 2.联系是客观的 （1）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2）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3）主

要联系和次要联系；（4）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本质联系和

非本质联系。 3.联系既是客观的，又是普遍的。 （1）每一事

物内部的各个要素、部分、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过程

都是相互联系的；（2）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处于相互联系

之中；（3）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一事物都是世界

普遍联系中的一个成分或环节，并通过它表现出联系的普遍

性；（4）世界的普遍联系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所谓中

介就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媒介、环节或桥梁。 （二）联系与系

统 1.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

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2.系统的主要特征：（1）

系统的整体性；（2）系统的结构性；（3）系统的层次性；

（4）系统的开放性。 （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 1.中国

传统哲学认为“物无孤立之理”；2.“阴阳”、“八卦”之

说；3.古代哲人“五行”说；4在老子和庄子哲学中的“道”

。 （四）世界的永恒发展和普遍性、发展的实质 1.唯物辩证

法不仅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也是关于世界永恒发展

的科学，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个基本观点和总特

征。 2.世界是联系的，又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联系和运



动是不可分割的。 3.运动、变化、发展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的概念。 （五）唯物辩证法过程论的内容和意义 1.过程

是指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转化为其他事物的历史，

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意义：（1）它要求我们用历

史的观点看问题；（2）对我们坚定信念，积极投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规律及

其客观性 1.事物的联系和运动构成规律。规律是事物内部的

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律这一范畴揭示的是事物运

动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客观的联系。 （1）

规律是本质的联系；（2）规律是必然的联系；（3）规律是

稳定的联系；（4）规律是客观的联系。 2.唯物辩证法的诸范

畴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

七）现象和本质 1.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

内部联系相互关系的范畴。 2.现象和本质的区别：（1）现象

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则是事物的内在联系；

（2）现象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本质是一般的、共同的；

（3）现象是多变的，本质则是相对稳定的；（4）现象是丰

富的，本质是比较深刻、单纯的；（5）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

分，假象与错觉不是一回事。 3.现象和本质的统一：（1）任

何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没有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

（2）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是本质的外

部表现，即使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八）必然性和偶然性

1.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揭示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

趋势的一对范畴。 （1）必然性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

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趋势；（2）偶然性是指事物联系

和发展过程中并非确定发生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趋势。 2.必然性和

偶然性的区别：（1）它们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不同，必然性产

生于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偶然性产生于非根本矛盾和外部

条件；（2）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比较稳定、时空上比较确定，是同类事物普遍具有的发展趋

势，偶然性则是不稳定的、暂时的、不确定的，是事物发展

中的个别表现；（3）它们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必然性在事物发展中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

，偶然性居于从属地位，对发展的必然过程起促进或延缓作

用，使发展的确定趋势带有一定的特点和偏差。 3.必然性和

偶然性的统一：（1）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通过大量的

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2）偶然性背后隐藏

着必然性，受必然性的支配，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

补充；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4.把必

然性和偶然性割裂开来会产生三种错误观点：（1）机械决定

论，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2）唯心主义非决定论，

把一切看成是纯粹偶然的，根本否认必然性，它既会导致唯

意志论，也会导致宿命论；（3）既承认必然性，也承认偶然

性，但认为有些事情是纯粹必然的，有些事情是纯粹偶然的

，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成是没有联系的两种孤立的现象。 （

九）原因和结果 1.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

制约的关系范畴。客观世界到处都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普

遍关系，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称为因果

关系或因果联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叫原因，而被

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叫结果。 2.因果联系的特点是：因果

联系是有时间顺序的联系，总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但并不



是任何前后相继的现象都存在着因果联系。 3.原因和结果的

关系是辩证的：（1）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

确定的；（2）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的；（3）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 （十）可能和

现实 1.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揭示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

互关系的范畴。 （1）现实性是指已经产生出来的有内在根

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2）可能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

潜在的东西，是包含在事物中并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

势。 2.注意区分几种不同的情况：（1）要区分可能性和不可

能性；（2）要区分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非现实）的可能性

；（3）要区分两种（好或坏）可能性。 3.可能性与现实性的

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1）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个内容不

同的范畴，具有明显的区别；（2）可能性和现实性紧密相连

，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十一）坚持唯物辩证法，防

止和反对形而上学 1.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歧 （1）唯物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

而上学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

（2）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经历着由量变到质

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曲折前进过程；形而上

学则认为事物是静止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

的增减或场所上的变更，没有质的飞跃；（3）唯物辩证法认

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是事物发展的根

本原因；形而上学则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把事物的变化看

作是单纯外力推动的结果。 2.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法，必

须注意防止和反对形而上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