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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反思，是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参考答案

】(1)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其功能首先在于

反思。哲学的反思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和世界

的认识关系或观念关系的研究；二是对人和世界的实践关系

的研究。(2)哲学不仅具有反思功能，更重要的是它的改造客

观世界的实践功能。正确的哲学不仅能科学地说明世界、反

思世界，更重要的是强调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

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是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

器。(3)此命题夸大了哲学的反思功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参考答案】(1)

此观点错误的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它

把哲学当成包括一切具体科学在内的理论体系，这是不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

遍规律的科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它的作用是为具体科学提供正确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指导。(2)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科学之科学

”，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包罗万象的科学，必然导致

用哲学原则代替具体科学的研究，用主观的联系代替客观的

真实联系，从而阻碍科学的发展。3．“物质是从各种实物总

和中抽象出来的”。【参考答案】(1)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

的哲学范畴。它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

映。它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2)物质与具体实物是共性



和个性、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哲学的物质是从各种实物中抽

象出来的，它抽象、概括的是二切实物的共性、普遍性，即

客观实在性，这是物质的唯一特性。因此说“物质是从各种

实物总和中抽象出来的”。4．世界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参考答案】(1)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就是说一

切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把世界看

成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是片面的。(2)所谓“既成事物的集

合体”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把世界看作已经形成的永

恒不变的综合体，从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

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5．在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中，

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因而是主要的，同一性是有条

件的，相对的，因而是次要的。【参考答案】(1)在事物的矛

盾运动中，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同一性是有条件

的、相对的，是说明二者在事物运动中存在的状态，起作用

的表现形式及侧重点不同，并不说明二者有主次之分。(2)任

何事物的矛盾运动都是斗争性和同一性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6．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参

考答案】(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绝

对和相对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通过特殊性表现

出来：特殊性包含普遍性，但比普遍性丰富，不能完全进入

普遍性之中。(2)整体和部分则是反映事物的包含和组合的关

系。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总和；部分存在于整体

之中，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存在。(3)可见，矛盾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从不同方面反映

事物不同关系的两对范畴，不能把二者等同。7．必然性是偶

然性的总和。【参考答案】(1)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是：必



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表

现必然性，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

充和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不是整体

和部分的关系。因而不能说必然性是偶然性的总和。(2)此命

题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歪曲和归结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所以是错误的。8．“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

何所感”。【参考答案】(1)此观点中的“感”是指人的感知

或感性认识；“物”是指客观事物或客观世界。该论断的意

思是说，感知也依赖于客观事物，有了客观事物才有对客观

事物的感知，没有客观事物哪里会有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呢(2)

此观点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感知依赖于外界客观事物；二

是感知是对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在认识论上，该论

断反映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9．人类不能穷尽对世界的

认识，因此，世界是不可知的。【参考答案】(1)世界及其联

系、发展和层次是无限的，因此，人们不能穷尽对世界的认

识，这是正确的。(2)但由此认为世界不可知，则是错误的。

不可知论错误的认识根源之一就是割裂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

性的辩证关系。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识就其具体实现而言

有其局限性，但就其发展而言，又存在无限的可能性。现在

未认识的事物，将来可以认识。世界上的事物只有已知和未

知的区别，没有可知和不可知之分。不能把“未知”当成“

不可知”。我们人类每天都实现着由未知到已知的转化，实

践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武器。10．“搬运夫和哲学家

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

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参考答案】(1)认识来源于实践

并不否定人的生理素质的差异对认识的影响，但是人的生理



素质只是人们进行实践和认识的一种物质件，并不是人们的

实践和认识本身。它对于形成人们在知识和才能上的差别不

起决定性的作用，造成人们认识和才能差别的决定性原因是

后天的社会实践。(2)马克思这段著名的论断是说人的才能的

差别是由分工掘成的，也就是由实践的地位、实践的领域及

其广度和深度等等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11．“没有‘人

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参考答案】(1)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非理性因素，对人

的认、，只活动的发动与停止、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

制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而实践对认识发生作用，还得通过情感、意志这些非理性因

素。人总是在一定的情感、意志的影响下从事实践活动和认

识活动的。积极的情感情绪给认识活动注入活力，对认识的

发展是一种推动力量。所以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2．人的认识

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永无止境的发展交：程，所以绝对

真理是可望不可及的。【参考答案】(1)绝对真理是指人们对

客观世界的完全正确的认识。绝对真理的这种绝对性，是存

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的，而不是之外，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便

构成绝对真理。人们在认识相对真理过程中也就在认识着绝

对真理。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

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2)该命题把绝对真理和相对

真理割裂开来，不懂得人们在认识相对真理的同时也就在认

识绝对真理。(3)人类不能一下予达到绝对真理，不等于绝对

真理永远达不到。认为绝对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否认

了人的思维至上性，会导致不可知论。13．实现主观和客观



的统一，就是要使主观同客观相一致。【参考答案】(1)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要求人们在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

中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包括主观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符

合客观，达到真理性认识；主观要反作用于客观并通过实践

改造客观，使客观达到主观的目的、要求即客观和主观一致

，实现价值的创造；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主客观的具体的历史

的统一。(2)该命题只承认主观同客观相一致的方面，而未承

认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客观同主观相一致的方面，这是片面

的形而上学的观点。14．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参考答案

】(1)“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知行观

，是“知易行难”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知和行的区别，知

和行相脱节的可能，要求知必须行、知与行统一、知行一致

，反对只知不行、畏难不行、空说不做，这是这种观点的合

理性。(2)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

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易与难都是相对的，

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都是困难的

，但只要勇于实践、勤于思考，遵循客观规律和按客观规律

办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不断地变难为易，取得改造和

认识客观世界的成功。(3)该命题将知易行难绝对化，具有形

而上学观点的倾向。15．“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

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参考答案】(1)

这个论断是正确地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坚持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或理论，哪怕是正确的思想，完全科

学的理论，它本身是什么也实现不了的，如果不把它用于指

导实践，不与实践相结合，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空洞的理论，

而空洞的理论是无用的。(2)只有把思想理论用来指导人们的



做和行动，用于指导实践，变成一种实践的力量，才能实现

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即改变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由此可知

，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6．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肯定了真理的辩证法。【参考

答案】(1)“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唯心主义、形而上

学的真理观。它既否定了真理观上的唯物论，认为真理是主

观的，没有客观性；又否定了真理观上的辩证法，认为真理

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性的。(2)所谓真理的辩证法是指真理

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真理的绝对

性有两层意义：其一，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

正确反映，都具有不依赖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这是无条件

的、绝对的。其二，人的认识按其本性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

展的客观世界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真理的相对性指真理

的条件性，表现为：其一，从认识的广度来看，任何真理性

认识都是对整个世界某一领域、某些事物和过程的一定范围

的正确反映。其二，从认识的深度来看，任何真理都是对特

定事物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因此，真理

有待于扩展和深化。17．真理具有相对性，所以真理是多元

的。【参考答案】(1)真理的相对性是指真理的条件性，表现

为：第一，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对整个世界某些领域、某些

事物和过程的一定范围的正确反映。第二，从认识深度看，

任何真理都是对特定事物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近似正确的

反映。第三，真理有待扩展和深化。(2)真理具有客观性，真

理是具体的，而对具体事物本质及规律正确反映，只能有一

个，即真理是一元的。(3)多元真理观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观，

它否认了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和检验真理标准的客观性，所以



是错误的。18．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绝对的。【参考

答案】(1)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这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辩证法。(2)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是指：①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

标准，只能是实践，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②实践对一切

认识最终都能做出检验，没有实践检验不了的认识，这一点

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3)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指：①任

何实践都是具体的，都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为一定历

史条件下的实践，不能完全驳倒或证实现存的一切认识。②

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不是一劳永逸的，是一个过程。因此，一

定历史阶段的实践对认识真理的检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19．人口因素在决定社会性质及其发展变革的同时，又受

到社会状况的制约。【参考答案】(1)说人口因素决定社会性

质及其变革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先进还是

落后，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会发生社会变革都不取决

于人口因素，相反人口因素，还要受到社会状况的制约。(2)

人口的繁殖增长虽然依人的生物特性进行，但它归根到底受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调节制约。20．上层建筑只要适合自

己的经济基础就能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参考答案】(1)

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不取决于

它是否适合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

的性质的先进与落后。(2)当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是一

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时，它越是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就越

能促进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反当上层建筑所服务

的经济基础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时，它越是为自己的经济

基础服务，就越是阻碍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21．“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参

考答案】这是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的正确论

断。(1)因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在：①社会意识

和社会存在发展变化的不完全是同步性。②社会意识同经济

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③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④社会意识形式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作用。⑤社会意识对社

会存在有反作用。(2)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主要说明社会意识同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从同一时代的不国国家来看，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社会意识并不一定属于时代前列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国家，其社会意识不一定滞后，有

的还超过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22．人的实践都是有意

识有目的的，因而人在历史活动中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由人自觉

选定的。)【参考答案】(1)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自觉的活动

，人的一切创造活动始于人的自觉选择。但是，人在历史实

践的选择不是主观任意的，是受社会规律所制约的。(2)社会

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于人的自觉活动中，它一经形成又成为

制约人们行动的客观力量，因此人的选择只能在客观规律所

提供的可能范围内进行。相反选择就无法实现。并且人的选

择还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素质、文明程度与客观因素的制约

。(3)人的自觉选择与历史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23

．历史发展的总的合力是人民群众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

包含个人意志的作用。【参考答案】(1)历史发展的总的合力

是从计多个意志的相互交错、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

人的意志都融合在这一总的合力中，都对“合力”的形成起

着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2)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



的决定力量，个人的意志及其活动对历史发展也具有一定的

作用。24．“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参考答案】(1)这

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的人生价值观。唯物史观认

为，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都是目的又是手段，彼此之间

都是互相服务的，始终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2)马克思提出

，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

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每个人是

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3)如果片面谈论人是目的，实质上是把白己当作目的，把

他人和社会变成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这是一种极端自私的

人生价值观。25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不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参考答案】(1)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在各个方面的充分或最

大限度的发展。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是以“每

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由于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没有起点就没有终点，这个起点就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社会关系

的根本性变革，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社

会主义实践表明，要保持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要体现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要追求人

的全面发展。通过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与最

高纲领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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