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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6/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6578.htm 1．矛盾同一性在事物

发展中的作用表现为 A．矛盾双方在相互依存中得到发展 B

．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 C．调和矛盾双

方的对立 D．规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矛盾同一性的作用。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

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它在事物发展中的作

用表现在：它把矛盾的双方联结起来，使事物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提供矛盾双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它有两

个基本含义：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的条件下共处

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的双方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

相互转化。这种包含着向着自己对立面转化的相互贯通性，

最深刻地体现了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题中的C项具有

一定的迷惑性，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些矛盾经过一系列的发

展阶段，最后达到对立面的融合，即融合成一个新事物，从

而使矛盾的双方得到解决，但这决不是通过调和矛盾双方的

对立而实现，而是由对立的双方缩小差距，最终达到融合而

使矛盾得到解决，是经过事物的质变而解决了矛盾的形式。

任何矛盾的最终的解决必须通过矛盾双方的斗争才能得以实

现，即使对立面的融合、结合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本

题的正确答案是ABD选项。 2．1999年，中美两国就中国加

入WTO达成“双赢”的协议，它将对两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这在辩证法上的启示是 A．矛盾的双方在相互斗争中获得

发展 B．矛盾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某种发展为条件 C．矛



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使自身获得发展 D．矛盾双方可以相

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既揭示了普遍联系的实质内容，又揭

示了无限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

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首先，矛盾的同

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在于把矛盾双方组成统一体，并使

矛盾双方在相互依存中得到发展，矛盾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

的某种发展为条件。其次，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双方能够互

相利用，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矛盾双方

包含着可以互相利用的某些共同因素，矛盾一方自身的内部

矛盾性，可以为另一方利用来发展自己。第三，矛盾双方的

内在同一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矛盾双方向着自己

的对立面转化而得到发展。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在于推动矛盾

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造成事物的量变，促使矛盾双方地

位转化，从而实现事物的质变。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达

成“双赢”的协议，这一事件本身充分展示了矛盾是事物发

展动力的丰富内涵：既表明矛盾双方的斗争对发展的作用，

又显示了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矛盾双方相互渗透对发展的

作用；更说明矛盾的双方的又斗争又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D选项。 3．“只有判断和判断才能

相互矛盾，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世界本身是不存在什么

真正的矛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 A．把逻辑矛盾与辩证

矛盾混为一谈 B．用逻辑矛盾否认辩证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

性 C．否认了逻辑矛盾是辩证矛盾的主观映象 D．把逻辑矛

盾与辩证矛盾对立起来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逻



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区别。 逻辑矛盾是人们思维不合逻辑、

违反逻辑规则造成的，它是思维违反形式逻辑的自相矛盾。

辩证矛盾是客观世界本身的矛盾，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它揭

示的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及其运动过程。两者

的区别在于：逻辑矛盾仅仅出现在思维领域中，是可以避免

的，但是辩证矛盾则是客观的、普遍的存在的，不可能从世

界中排除。两者又具有联系：逻辑矛盾是对辩证矛盾的反映

。 “只有判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显然是承认逻辑矛盾

存在，而认为“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世界本身是不存在

什么真正的矛盾”，则是否认了辩证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因此题干并没有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混为一谈而是将两

者对立起来。 此外要注意，承认辩证矛盾与允许逻辑矛盾不

是一回事。任何科学的认识都要求排除逻辑矛盾，而任何科

学认识又都是在研究对象本身所固有的辩证矛盾，所谓认识

事物也就是认识事物本身的辩证矛盾。承认辩证矛盾是辩证

法的前提和出发点，允许逻辑矛盾则是诡辩轮的特征。本题

的正确答案是BCD选项。 4．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公孙龙认为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的命题，其错误是割裂了事物的 A．

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B．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C．抽象和具体的

关系 D．普遍和特殊的关系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析与应用。 公孙龙是名家的代

表人物，以善辩著称。公孙龙认为“白马非马”是因为，“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也就是说因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只是说颜色而没

有说形状，因此白马就不可能是表现形状的马，即白马非马



。很显然，公孙龙的这一观点，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白

马是个性，马是共性，马就是对各种不同马所具有的共同特

点的抽象和概括。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选项。 5．在下列

命题中，包含辩证法思想的有 A．“易穷则变，变则通，通

则久” B．“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C．“道之大

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D．“天下之势，循则极，

极则反”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中国传统哲学中

的矛盾观及其现代意义。 本题要逐项加以分析。A项是说事

物发展到一定限度穷，就否定自身而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周易》从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

经常的变化不已，故有“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B项是说矛盾双方在一

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出自《老子》，老子概括了先秦时期的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出事物都是向其相反方向变化。C

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它出自董仲舒的《对策》，这

种观点把矛盾双方的地位绝对地固定起来，不承认矛盾的双

方有性质和地位的转化；D项是说矛盾双方力量在斗争中彼

消此长，达到一定程度就互相转化，于是，旧的统一体破裂

，新的统一体相继产生，它出自《春秋世论》卷中。对中国

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要辩证的看待。这些辩证法的思想尽管

是根据当时的科学的实践获得的，但主要来自于感性的直观

，缺乏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朴素的性质。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ABD选项。 编辑重点推荐： ★ 2009年考研复试资料汇总

★ 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的固定搭配资料汇总 ★ 2009考研政

治冲刺：考研政治理论辅导资料汇总 ★ 2009年考研英语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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