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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笔记》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王佳琪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唯物辩证法始终是中国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石和精神支柱。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判继承了黑格尔

的辩证法并对其进行改造形成了一套新的唯物辩证法体系。本文深入探讨《哲学笔记》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继承与发展，

并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科技创新、文化传播等层面广泛运用唯物辩证法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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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重构辩证法体系的过程，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辩证法方面，

《哲学笔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列宁

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超

越。他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局限性，确立了唯物

辩证法的根本地位。

1. 《哲学笔记》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列宁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

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其“根本的

理论基础”。他强调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面统一的学说，

这不仅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为无产

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哲学笔记》中，列

宁还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并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辩证

法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列宁对辩证法理论的深刻理解

和创新发展，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

源和方法论指导。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多个方面详细阐述列

宁在《哲学笔记》中如何重构辩证法体系。

1.1 批判性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入

剖析和批判性继承。他既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内核”

即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性，又批判了其唯心主义基础。列宁

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揭示了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

律，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却是绝对精神，这导致了其辩证法的

唯心主义性质。他提倡将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基础性。列宁强调实践在辩证法中

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验证和发展理论。他

批判了黑格尔在理论上过于脱离实际的倾向。[1] 列宁认为历

史不是简单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而是具体的经济、社会和政

治条件的产物。他强调进行历史分析时必须关注具体的历史

背景和条件。因此，列宁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同

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辩

证法的根本改造。

1.2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统一的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明确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

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的观点是，逻辑并非只是一种

关于思维形式的理论，而是一种关于所有物质、自然和精神

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涵盖了世界的全部具体

内容以及对其认知的历史总结、总和和结论。[2] 他持有的观

点是，辩证法作为一门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是世

界观的体现。认识论是一门科学，它汇总了人类认知历史的

总结和关于人类认知发展规律的理论。作为一门研究人类

如何进行正确思考的规则和方式的科学，它就是逻辑学（也

就是方法论）。这三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共同构成了唯物

辩证法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不仅深化了对辩证法本质的认

识，也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3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

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强调，矛盾的融合与冲突构成了事

物进步的基础驱动，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它们自身矛盾的融合

与冲突的驱使下进行、转变与成长的。这一思想不仅揭示了

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

的武器。列宁还通过对大量具体范畴和规律的分析，进一步

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此

外，列宁还在《哲学笔记》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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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发展。他着重阐述了知识在实际操作中的依赖性及其相应

的影响，并明确表示，合适的理念能够为实际操作提供引领。

此外，列宁还提出了“真理是个过程”和“真理是全面的”

等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

1.4 辩证法的新构想是坚实的基础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通过对大量哲学著作的研读

和思考，逐步形成了对辩证法体系的整体构想。在《哲学笔

记》中，列宁提出了“辩证法的要素”十六条，这是对唯物

辩证法体系的总结性概括。这十六个要素包含了辩证法的基

本原理、规则、规则和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我

们理解和应用辩证法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这些元素涵盖了：

通过对事物的联系及其进化来理解其自我；探究其内在的冲

突；所有情况下的冲突的影响及趋势；将分析和整合相融合；

由抽象转变为实际；理论与历史的协调；普遍与特殊的辩证

融合；等等。这些要素不仅体现了列宁对辩证法深刻而系统

的理解，也为后世辩证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他认

为，这个体系应该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即辩证法、

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体。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此体系里完

全结合，世界观、认识论以及逻辑学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一

构想不仅为辩证法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也为后世

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 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示

2.1 坚持唯物辩证法思想仍是中国科学的理论指导

《哲学笔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体系，也为无产

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持。

第一，《哲学笔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

新和发展。列宁通过对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等经典著作

的研读和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思想和观点，尤其是对

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帮助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

础。他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主张辩证法不是简单的思维工

具，而是理解社会历史发展和认识变革的根本方法。同时，

列宁在书中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思辨

哲学结合，推动了对唯物辩证法的更深层次理解。他认为，

唯物论必须吸收辩证法的原则，以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展过

程。这些思想和观点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

和规律的认识，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第二，《哲学笔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

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深入探讨了无

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主体、动力等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具有

创新性的观点和理论，他更加明确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辩证

关系，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使马克思主义

在解释历史和社会变革时的理论框架更加完备。此外，列宁

在笔记中还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强调了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侵蚀。他的观点促使后来的马克

思主义者更加关注如何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推进社会主义事

业。这些观点和理论不仅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方法论支持，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2.2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在经济领域，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动态

发展。面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挑战，各国经济体需

要从自身的优势和条件出发，进行灵活适应和创新发展。具

体来说：第一，辩证看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需要认真对待。唯物辩证法启示

我们，必须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考虑到经济活动中各因

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灵活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例如，在

应对经济危机时，不仅要关注短期的经济刺激措施，还需要

综合考虑长期结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各

种矛盾，如供需矛盾、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技术创新与传统

产业的矛盾等。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矛盾，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解决方案。比如，通过科技创新

来缓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第二，

重视内外部环境变化。企业在经营中需关注市场变化、消费

者需求以及国际经济形势，通过科学决策和创新实践，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建立灵活的反馈机制，根据实践结果及时调

整策略，确保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适应性，实现质的飞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

通过实践进行验证。

2.3 坚持科学指导，促进社会和谐

唯物辩证法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系统思维的工具，强调

整体性和联系性。通过识别矛盾、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鼓

励创新和动态反馈，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

性，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第一，充分

考量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不能仅仅依靠个别措施，必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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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社会矛盾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在面临社会问题时，采取

系统思维，分析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

的互动，避免片面化的解决方案。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针

对关键矛盾进行优先处理，确保资源和精力集中在最迫切、

最重要的问题上。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治理策略也需及时

调整，适应新的矛盾形态，推动治理能力的动态提升。第二，

促进公众参与。通过增强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感，协调

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关系，形成合力，实现社会的共治共建。

鼓励各方参与，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形成合

力，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及时收集群众意见和

建议，完善治理方案，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闭环。定期对治

理效果进行评估，基于事实数据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措施，

以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应注重不同群

体的利益平衡，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努力协调各方需求，

避免因利益失衡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在治理中，既要尊重

传统文化，又要以科学理性为指导，促进社会价值观的协调

发展。

2.4 坚持科学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成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唯物辩证法为国际关系提供了分析

框架。通过分析矛盾、促进合作、强调互动、关注系统性及

可持续性，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国际事务，推动和平与发展，

实现国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具体来说：第一，强调和平共

处与合作共赢。各国应充分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复杂性，以辩

证的眼光看待国家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寻求和平合作的解

决方案。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辩证法鼓

励国家在合作中寻求共赢，推动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在面

对冲突和紧张局势时，重构辩证法鼓励国家优先选择对话和

协商机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和全球的稳定。

第二，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

唯物辩证法强调全球视野与合作，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

有效应对这些影响全人类发展的重大挑战。面对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辩证法 1123 启示各国携手合作，

建立共同应对机制，从整体出发解决复杂的国际挑战。辩证

法倡导可持续发展，关注国家间的资源分配、公平与正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6]

3. 结语

《哲学笔记》不仅在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等多个

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也为无产

阶级革命和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

源和方法论指导，尤其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社会的指

导意义体系在各个方面。唯物辩证法强调对事物内在矛盾的

科学分析，推动事物在变化中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应用唯物

辩证法思想，以此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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