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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1）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

系，是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律是客观的，只能随

客观事物本身的改变而改变，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 （2）认为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和消

灭，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规律面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唯物

辩证法认为，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也可以创造条

件驾驭规律。 （3）在人与规律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人

可以随意改变规律的唯心主义观点，又要反对人在规律面前

无所作为的宿命论观点。 14.凡是先后相继出现的现象都是因

果联系。（错误） （1）原因和结果确实具有时间的顺序性

和前后相继性，原因总是在前，结果总是在后。但并非具有

先后相继现象的事物之间都是因果关系。春夏秋冬四季更替

就不是因果联系。 （2）因果联系除了事物之间具有先后相

继之外，还存在着引起和被引起的必然联系。只有同时间的

顺序性相联系的由一种现象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必然联系，才

是因果联系。 15.假象是一种错觉。（错误） （l）假象与错

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混淆。 （2）假象是现象的一种

，是歪曲地表现本质的现象。假象同真象一样也是本质的表

现。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个环节、一个方面。 （3）假象

和错觉有本质的区别：假象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表现，是客观

的；错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错误认识，是主观的。 （4）

假象同错觉又有联系，即假象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 16.一个



人所有的知识都直接来源于实践。（错误） 这是把知识的来

源与获得知识的途径混为一谈，把学习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对立起来。 （l）知识或认识从根据上说来源于实践，但不能

说每个人的知识都直接来源于实践。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看

待书本知识和直接经验的关系的问题。 （2）一个人的知识

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但人们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

，事实上一个人的多数知识来自于间接经验，一切真知都来

源于实践，没有直接经验就不可能有间接经验。因此，在强

调实践出真知的同时，又必须重视学习间接经验用于指导实

践。 （3）必须把学习间接经验同直接实践结合起来。一方

面，学习书本知识或他人的直接经验，要在自己的直接经验

中，才能真正理解，变成自己的知识；另一方面，书本知识

、间接经验是否可靠和完善，也要在自己的直接经验中检验

、补充和发展。 17.多数人公认的就是真理。（错误） （1）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

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不依人们主观

观念为转移，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多数人公认的道理

是一种主观判断，而不是客观标准，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当然不能认为就是真理。 （2）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

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获得多数人的承

认。但不能反过来说，多数人公认就是真理。历史上的封建

迷信曾被多数人所信奉，但它不是真理。而且真理性认识的

开始的时候，往往不被多数人承认，不能因此说它不是真理

。 （3）只有实践才能判定主观认识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

否真理。 18.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正确） 社会实

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基本形式有生产实践、处理社会



关系实践、科学实验实践。其中，生产实践活动是最基本的

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 这是因为： （l）生产实践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决

定性的因素。 （2）处理社会关系实践和科学实验实践，都

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3）生产实践为

处理社会关系实践和科学实验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

段。 （4）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而也是人

类一切活动的基础。 19.多数人拥护的就是真理。（错误） 

（l）多数拥护的不一定就是真理。 （2）真理是标志主观认

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

律的正确反映。检验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要看它是否符合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只有社会实践及其结果才能充当这一标

准。而人们是否拥护，这是一种主观判断，不能作为客观标

准。 （3）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

必然在指导实践中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这是实践标

准的作用。但不能说获得多数人拥护的就一定是真理。迷信

和谎言在一定条件下被多数人拥护，但却不是真理；如果一

种真理性的认识开始时只有少数人拥护，也不能否认它是真

理。最终还是由实践来证明其真谬。 20.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

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正确） 理由如下： （1）生产关系

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它包括生产

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

品的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2）生产关系的三项内

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起决定作

用，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 这是因为： ①生产资料所有制

形式是生产劳动得以进行的前提； 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



定整个生产关系的性质； 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

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④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产

品的分配方式。 21.人口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错误） 理由如下：人口生产只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

素之一，物质资料生产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

是因为： （l）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

只有解决了吃穿住等生活必需品，才能进行其他活动。 （2

）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程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 （3）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更替是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 22.只有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才具有反作用。（错误

） 理由如下：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

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2）任何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都具有反作用，只不过反作用

的性质不同而已。先进的社会意识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

规律，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违背了社

会发展的规律，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3）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是通过武装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实

践活动来实现的。因而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并同落后思想展

开必要的斗争，对于发挥先进思想对社会存在的推动作用是

十分必要的。 23.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正确） 

（l）生产方式是人类借以向自然界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

，是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2）生产方式在社

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生产方

式的产生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

的根本标志，生产活动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根本动力

。 ②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从事政治、科



学和艺术等活动的基础。 ③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社会制度的性

质和面貌，决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 ④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形态向

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变。 总之，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

结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 24.劳动是理解全部人

类历史的钥匙。（正确） （1）劳动是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

，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劳动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的

基本形式，是人的全部丰富性展开的形式。 （2）劳动即生

产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只要停止了劳动，不出几

个星期，整个社会就会灭亡。劳动中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全部

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所以社会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

发展的历史。 （3）在劳动这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实

践形式中，孕育着社会有机体未来发展的一切萌芽，整个社

会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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