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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81948.htm 考研哲学的复习方法 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它与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共同构成了列宁所说的"马

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它探讨和回答了两个极其重大的

问题，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本规律。内容复杂丰富，论证波澜壮阔，问题头绪繁多，

叙述抽象晦涩。对于一般的青年学子而言，确实是有些泰山

压顶的感觉，让人无从着手，感到"迎而不见其首，随而不见

其后"。按理说，像这样的课程，不下一番大力气是根本拿不

下的。但是，它其实又只是一门公共课，我们对它的投入又

不应该是不计时间，不讲效率的。那怎么办呢？ 黑格尔说，"

开端包含目的性"。为2009考研应试而学哲学，不可能是神定

气闲的品味参悟，也还不是深沉的批判性反思。而是要面对

考场，直接打造"应试健儿"。目的性非常直接，要求也高。

所以，开端尤为重要。我们一出手，就要上正路。那就是高

屋建瓴，客观定位。找到合理的切入点，遵循科学的步骤，

建立框架，梳理线索，破解难点，把握考点。顺理成章（把

握理论线索破解难点），顺藤摸瓜（抓住命题脉络把握考点

）。 万事开头难。应试哲学不容易，但我们有管用的办法。 

建立理论框架 复习考研哲学最为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建立

理论框架着手。 为什么要建立理论框架？直接的原因是试卷

上的考题全都是按哲学教学体系的理论系统出的，而且要求

你按理论系统回答。为了弄明白题的来路和你答题的归宿，



你得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头的这一套套的说法是怎么来

的。这非常重要，而且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马克思主义

哲学固然是天才人物马克思所创立的，但却不能认为是他瞎

编出来的，主观地想象出来的。而是他研究出来的，是他的

研究对像的理论再现。他的研究对像就是客观世界以及人与

世界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和客观规律并不

是两个理，而是一个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从未接触过的

专业可算是"外行"，但是我们谁也没有生活在客观世界之外

，生活在客观规律之外。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套理论

其实概括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

张唯物论？因为世界本来就是物质的。为什么要坚持辩证法

？因为客观世界本来就是处于辩证关系当中。学问有不同的

学科，生活有不同的领域，似乎各有各的规律。但实际上，

世界是统一的，哲学基本原理反映的正是规律的规律。 客观

世界是一个物质系统，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必然是与物质系

统同构的逻辑框架。你弄懂了它，在考试中这一套东西就能

够为你所用，左右逢源，为你拿分。弄"夹生"了，就什么都

不是，占着脑筋，让你头痛。正像一位哲学家所说，学习哲

学是"成则王候，败则贼"。 当我们大体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框架之后，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考试的

时候见了那些千奇百怪、莫名其妙的题目，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它们放到我们预先准备的逻辑框架中去，复习水平高的，

这个过程可以是"半自动"状态。多数同学，可以有意识地按

照理论框架逐步进行定位。毕竟主观性试题考的全都是基本

原理，客观性试题考得也都是联结在基本原理上的概念。而

原理和概念在理论框架和板块中都各有归属，它不可能"出



圈"。只要我们在复习中把基本原理系统地梳理过，并且能够

从它们的前后关系中记忆它们，理解它们。目前这种路数的

考试就不可能难倒我们。 梳理解题线索 作为教学体系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虽然知识点繁多，概念抽象，看似林林总总，难

以把握。但是，如果抓住其内在的逻辑线索，许多难点即可

得到系统化的梳理，形成一个个"连环套"。 其中一个最根本

最有用的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就

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作出了科

学回答时，所形成的"物质决定性和意识能动性"这一基本原

理。这一原理既是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论线索，也是考

试中的重要的解题方法。 这个原理在第一章当中就是思维和

存在的关系。在第二章当中它表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和主

观与客观的关系。在第三章中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

法的对立；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在第四章中表

现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对立；实践与认识

的辨证关系。在第五章表现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关系，经济和政治的关

系，并进一步表现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有关意识形态的原理。

在第六章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

原理，或者说由这两个原理构成的两条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

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

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在第七章表现为社会

形态范畴，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体现为社会发

展和人的活动的关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与主体的选

择性的关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 把这个最基本的线索抓住

了，参透了。就能够抓住几个总开关，形成融理解、记忆、



答题于一炉的复习态势，题目出得活出得难，何足俱哉！正

待吾等显身手。 破解核心难点 许多同学感到，复习考研哲学

的拦路虎，一是前期看不懂书。二是后期悟不透题。白纸黑

字的书每个字都认识，就是看不懂，有的地方甚至都背下来

了，但还是不懂。这恰恰就是学哲学这个学科的特点。为什

么？就是因为"水太深"，内容太抽象。为什么这么抽象？两

个原因，一是研究对像使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使

然；这就在构建体系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制高点和逻辑

枢纽。这说来话长。如果这些难点仅仅是理论上的难点，与

考试无关，我们本可以考虑绕开。但问题是它们往往不仅是

理论难点，而且正是试卷上直接的考点。这就别无选择，我

们要在短期内达到应试水平，就是要把几个关节点上的"硬核

桃"砸开，把那几层"窗户纸"捅透。 这些核心难点，有的是理

解某一理论板块的逻辑起点和支点，比如"物质"，比如"实践"

。有的是理解某一理论线索的枢纽，比如"矛盾"，比如"系统"

。还有的涉及到比较专深的学理，比如"双向对像化"、"图式"

、"重构"，"非理性因素"、"思想的社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

是思想的物质附属物"、"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人的

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还有一些是近年来实践反思和理

论升华的成果，如"和谐"，"以人为本"等。 抓牢几个核心概念

，狠狠地弄清它们的涵义。就能形成比一般人深入的理解。

直接的结果就是难题考不住。假如不懂得哲学必须这么弄，

而且走到不加分析地地毯式轰炸，单纯依靠强行记忆的路子

上去，那就坏了。因为"背"哲学不是背诗，也不是背圆周率

那样的东西。不理解的硬背，等同倒行逆施，结果绝不是事

倍功半的问题，而是根本莫明其妙，如坠五里雾中。最后只



能落得个生吞活剥，仓促上阵。 把握命题考点 不少人以为考

研哲学的考点就是考试大纲上的知识点，其实根本不是。直

接地用考试大纲上的知识点命制题目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目前的题目全都是以考试大纲的知识点为根据，将知识点下

的某一具体概念或命题结合生动鲜活的现实材料或具有现实

意义的古典材料，命制材料选择题或材料分析题。题目往往

显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读来煞是有趣，却又暗藏杀机。

这种情况使得一部分经过认真复习成绩却不理想的考生感到

委屈，甚至陷入迷茫，觉得照此下去，考研哲学岂不是题海

无边，以往考"按图索骥"，"闻一多画马"，"鸭免双关图"，"六

人扛木头"，"许衡不摘梨"，"逆捞镇水兽"，"丁玲识成仿吾"。

用矛盾的原理破解"医患关系"等。今后或许会考李白磨杵、

牛顿吃鸡，天方夜潭，西行漫记，古今中外，无所不至，莘

莘学子，徒唤奈何。 这的确是摆在广大考生面前的一个难题

，但它其实不过是一个假问题，它产生于我们对于考研政治

复习的一个认识误区-一将复习政治等同于"背政治"，甚至仅

仅归结为死记硬背。曾几何时，在理解基础上的必要的识记

被绝对化为脱离理论内容的生吞活剥。其实管用的办法，就

是抓住题路，按住考点。殊不知，千道题，百道题，不过就

是那几路题。只要我们牢牢把握基本命题点，高频命题点，

理论疑难点和形成命题热点的次重点。就不难做到顺藤摸瓜

，瓮中捉鳖。无厚有间，游刃有余。 以上步骤，就是考研哲

学复习的几板斧，可以说是锋利无比，莫之能御。最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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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只划一条新增专业硕士不另划线2009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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