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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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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时指出了实践活动

的意义，从旧唯物主义忽视了认识事物时的主体性和唯心主义忽略了事物的客观性，在这两者之间追溯出了实践活动。认识上的革

新、对人的理解、对社会历史的理解都建立在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新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任务，实现了对以往实践思

想的超越，这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新时代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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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纲》中的实践思想 

马克思于 1845 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

“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提纲》中，马克

思通过批判唯心主义和着重批判旧唯物主义来阐述他的新世界观，

从而确立了新世界观的任务，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全新的革命指导思想。 

马克思批判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的理解只是从直观的形

式去理解，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

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1 所以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

是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为唯心主义是“不知

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2 马克思揭示了旧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的缺陷，即忽略了主体性和事物的客观性，两者都没有从实

践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客观对象。而对于实践，费尔巴哈把实践贬

低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马克思也正是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缺陷之间追溯出了实践活动意义，进一步打开了马克思实践本体

论；接着，马克思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3]指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使真理从自身范围内跳了

出来，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再是某种理论或者某一种思想，而且实践

活动；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环境对人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但人也可以通

过实践活动来改造环境；在宗教的产生上，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

于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看到这源于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

裂，而这一矛盾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才能得到解决；在人的本

质问题上，费尔巴哈从抽象的层面上来讨论人的，他所谓的人是大

写的孤立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离开人的社会性来定义的人。

“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马克思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

考察人的本质，注重人的现实性，社会历史性，人是社会历史的主

体，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所以，他指的人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 

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解决了一系列社会历史

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在人类历史上，物质生产活动是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前提，将社会生活

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实践构

成了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实践活动也

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通过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

本问题，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历史任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

思自己称自己的唯物主义为新唯物主义，有新的立脚点，就是实践

活动。新的检验标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是某一句话，

更不是人们头脑中的各种思想观念，而是社会实践活动；新的目标，

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目标在于解释世界，而新唯物主义有了新的目

的，其任务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借助实践这

一联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来改造现实世界，同时，也只有在改

造世界的这一实践活动中才能证明人本身。人的社会性来自于交

往，人是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进

行交往，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践是

建立一切关系的桥梁，也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关键，只有付诸于实践

活动，才能引起客体的变化，按照主体的愿望，改造客体，进而实

现主体的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以往实践思想的超越 

关于实践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实践

有着不同的含义，但一直都被视为一种非对象性活动，不是人的本

质力量外化的表现。苏格拉底认为，认识人的活动就是实践活动；

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理解为一种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伦理行为；康德

认为实践是理性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黑格尔认为实践是绝对精神

外化的运动的表现；费尔巴哈则从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

理解实践活动，把实践贬低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他们都没有把

实践理解为对象性的、客观的、感性的物质性活动，而马克思从人

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背后追溯出了社会

实践活动的，进而揭示了实践活动新的内涵与特征，奠定了实践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而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相对于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而言，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变革，在

一些方面超越了以往的实践思想，即对实践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基

础之上解决矛盾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变化，

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更具思想性、彻底性，理论只有彻底才能

说服于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不管直接的认识，还是间接的认识，都是

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的，而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认识也实现了对

以往直观认识的超越，在认识论发展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认识

产生于实践活动，同时，对实践活动也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最重要的是将实践思想和辩证法引入到了认识领域，赋予了

认识论新的品质，使认识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又避免了

唯心主义忽视对象、事物的客观性。实践活动产生认识，也检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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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真理性，在认识的指导下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即检验了认识的

正确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则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再完善认识，

实现创新。实践与认识是双向的 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决定。实践是

连接主客观之间的桥梁，是主体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

动，对于人们的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同时也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

能知道自己的认识是否与事物、对象相符合，才能检验认识的真理

性，认识也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活动才能促进认识的进步

与完善。马克思实践思想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通过批判旧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来阐述新唯物主义实践思想，通过批判实现自身的创

新，引起客观世界的改变，其任务更重要的在于批判现存世界，从

而改造世界，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靠近。人通过实践

活动来认识世界，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不是直观的反映与抽

象的夸大，也非盲目的实践，而是双向的作用，是辩证的认识与实

践。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及其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

哲学观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

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进入新时代的我国更具有指导价值。 

其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不仅要在思想上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压迫的根源

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民大众的压迫和剥削，都在于资本主义

制度，而要改变现状，必须付诸于实践活动，要用实际的行动才能

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

更重要的还要有行动上的表现，不仅要有思想，也要有组织、有计

划，除了解释世界之外，更重要的是去改造世界，改造不合理的制

度安排，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人民幸福生

活。不仅要破，更重要的是立，增强社会主义信念，靠实干才能实

现理想，实现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一步一步建立起

来的，而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靠拢也需

要实践来实现。尤其是当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候，

更是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倡导要

从实践出发，在实践的基础上检验人们对于疫情的认识，进而完善

认识，在正确认识的指导下用实际行动抗击疫情，维护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 

其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强调知行合一的思想，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的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有许多相似之处，都

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而引起外部或者自身的改变，这对于借

鉴外来优秀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当

下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这些相通之处也是马克思

主义何以能够中国化的一个原因，即它们有相通之处。其次，实践

的发展创新促进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会有

先进的理论。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我国实际出发，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随着实践的推进，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的时代条件，会遇到新的问

题和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新的实践活动来解答，实践的发展没有止

境，理论的发展也没有止境，向前是方向，实践是支撑。新时代，

新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解决新的时

代课题，不仅要有创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还要有创新的实践活动

来解决，这不是仅仅停留新时代这一个阶段，而是要在新的条件下

继续促进实践的发展，继续解决新的时代的时代课题。 

 其三，我国目前最大的实践活动就是改革，在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的指导下坚定不移的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生活、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深层

次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推动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只能用物质的力

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转化为物质的力量”。[8]理论不

能代替实践活动，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在实际中指导实践活动，

这样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实践活动也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

具有目的性，才不至于是盲目的实践所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体化，用马

克思主义实践思想武装人民大众，从而转变成为真正改造世界的物

质性力量，激励全民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活动中丰富经历，提高认识，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是实干出来的，

最终向着共产主义的靠拢也是实干出来的，同时，在实干中也是在

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其增添新的时代光彩，与时俱进，

体现其时代性，丰富其思想性。 

最后，相对于个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我们学习马克

思主义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都要付诸于

实际行动，不仅停留在口头，只有实践活动才能创造美好生活，才

能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目前有些学者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

实践哲学，这说明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学

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个人来说也具有现实意义，不仅使我们进

一步了解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基础地位，了解到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思想智慧，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

黑格尔、费尔巴哈实践思想的批判与超越，激发学习的兴趣，不断

开启对智慧的追求，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要有对知识的渴望，要投身于当下社会的建设，为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奉献自己的力量，也要在实践活动中继续改造主客观世界，

不断提升自己。不管身处何地，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断武装

自己的头脑，时刻要有实践思维，做事不拖拉，从而在创新创业的

过程中勇于突破，勇于实践，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创新思维，推动

实践创新，不断完善自己，做符合新时代的追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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