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认识论内涵的转变：从恩格斯到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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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作为与实践相联系的认识论自然而然也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观。从认识论内涵的变化，具体以恩格斯到毛泽东的论述为参照，借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不断丰

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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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中，认识论有其特殊的内涵。古往今来，认识论都是极其重要的，贯穿于不同时

期的认识论但有大致相同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中，认识论也在不断发展之中，这种发展突

出地体现在认识论内涵的扩展上。 

一、恩格斯 

在恩格斯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命题对哲学史有着巨大的影

响。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界定中，认识能否反映存在以及能否正确地反映存在，属于其中第

二方面的内容。它与第一方面的内容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层次。其中，哲

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属于本体论内容，而第二方面则属于认识论内容。不过，两者始终存

在着联系，这种联系被列宁和毛泽东等加以拓展和发挥，使认识论话题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

了独特的理解和新的生机。 

认识论也被称为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范围、性质等的理论，通常又被认为是一种对认

识进行研究的哲学理论。传统西方哲学常将逻辑推理作为认识论的方法，相关认识理论也应

以逻辑为前提，因此形成了特殊的认识论。认识论所涉及的话题有很多，不过认识的发生始

终是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认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论述的

对象，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当时写作的需要。当然，认识论虽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论述的

对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话语中都有关于认识论的一些说法。从总体上而言，认识论

实际上也是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思想观念演变的一个内容，在此意义上认识和意识以及

思想大体一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概括和总结自身观念的变化，但是从其作品能够

看到一些零星的关于认识论的描述。 

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变迁，学术界已有很多探讨，这些诸多的探讨彰显了马克思恩

格斯对认识的一些看法。我们都知道，几乎从小开始，马克思就向往自由，是否喜欢学校教

育都能看出其情绪的波动。这些情绪长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深深

扎根于马克思的内心，因此他才能写出中学毕业论文那样远大理想的作文。当然，生活的场

景深远地影响着马克思后来的人生抉择，哪怕没有博士毕业时普鲁士政府政策上的变化，我

们仍然相信马克思从自身生活中可以涌现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追求。当然，中学及其以前生

活场景所带给马克思的并不是认识的理论，而只是认识上的一些感悟，但为他的共产主义学

说提供了认识基础。后来，马克思经历了很多生活的实际，对他的理论有极大影响的毫无疑

问是社会现实，具体则是从 1843 年开始的。所以，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的基础一点

也不为过。实践是富有丰富内涵的一个术语，马克思恩格斯都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仅就

恩格斯在认识论上的总结而言则要提到《反杜林论》。在此，恩格斯除了对杜林的理论进行

批判外，他还提到了道德和真理、思维是否至上、真实是否永恒和善恶等话题。作为晚期的

作品，《反杜林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恩格斯在认识论上的总结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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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真理的关系是真理观的内容之一。在此，恩格斯没有直接论述道德和真理的关系，

而是针对杜林的道德模式适用于一切的说法，将之推广到真理原则上。历史上很少有哲学家

去论述道德和真理的关系，恩格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杜林说，道德原则

应该可以适用于一切地方，因此具有永恒性，这和真理是一样的。恩格斯将此扩展到认识的

至上问题上，他虽然没有直接对道德和真理的关系进行说明，但是字里行间反映出对这个问

题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在论述思维是否至上和真理是否永恒中有所体现。 

思维是否是至上的？真理是否是永恒的？在恩格斯看来，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性质

的问题。杜林认为，个体的思维可以是至上的。恩格斯分析说，恰恰相反，个体的思维只是

相对于自身以前思维而言的，因此它或者倒退，或者前进，但从来就不是不需要完善的。从

群体意义上而言，人类思维是不断贴近现实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思维是至上的。但是，思

维也是很有限的，因而又是非至上的。同理，作为认识的组成部分的真理，也有相对真理和

绝对真理之分。回归到道德问题上，恩格斯说人们很容易看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道德千差万

别，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中更是如此。道德是否永恒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们自觉地或不自

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

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1]
认识上的永恒绝对与否，实际上还要从具体的实践中去

寻找。只有联系到社会发展的状况，认识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认识论话题才能得到清楚的认知。

最终而言，认识与实践的本质有关。 

恩格斯关于认识层面的相关论述，虽然只是其后来的一些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伴随着无

产阶级运动的需要而提出的，内容非常紧凑，在聚集点上比较局限，通常被后来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作为认识论的源头。 

二、列宁 

认识论是列宁哲学比较饱满的部分，尤其是《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对辩证法以及认识论的看法。相对于恩格斯较少集中论述认识论，出于

革命斗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列宁对认识论相关理论的总结长久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学说。 

列宁在认识论上基本上延续着哲学传统，同时对认识论有所扩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理解。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法和认识论相关联的看法上。对此，学者许志功在其

专著《列宁认识论思想通论》就持这种观点。的确，这也符合列宁在其著作中表达的主旨。

在列宁看来，辩证法和认识论存在的具体关联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只有运用唯

物辩证法这个伟大认识工具，才能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出科学分析，才能揭示战争的帝国主

义性质，才能揭露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诡辩和折中主义，才能阐明

新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并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2]
这段

前言涵盖了列宁写作的大致背景。可以说，列宁写作都是围绕某些实际问题而展开的，他和

书斋里的哲学家完全不同，这也决定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更加贴近现实。在此，

还是要对列宁所讲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关系进行说明。 

列宁将辩证法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工具。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有具体所指。一般

而言，辩证法是关于逻辑的推理。实际上，早在恩格斯针对杜林的辩证法进行批判的过程中，

辩证法就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意义。针对黑格尔关于逻辑的辩证法，恩格斯始终强调辩证法不

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从客观中得来的，是用以指导现实的理论。这体现了恩格斯对辩证

法现实基础的论述，正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

时就辩证法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工具进行了说明。《哲学笔记》的内容较为庞杂，并且都是

非集中论述的笔记，但是辩证法被列宁当作“认识的规律”。
[3]
简言之，辩证法在某些层面

上也被看作一种认识论。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理论，将辩证法扩展开来作为认识的理论在某

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从最广泛意义上而言的。辩证法是关于事物运动规律的总

结之一，为人们端正认识或者它本身就体现了事物运动的规律，两者的合一可以在认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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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到统一。同样，辩证法也是一种认识工具。虽然辩证法的内容未必直接是论述认识的，

但是从宽泛意义上又与认识有关，甚至个别层面会直接体现认识论。列宁的论述正是基于广

泛的认识层面，而非传统的认识论而言的。 

列宁始终强调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实践的重要性。针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列宁回应了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康德“自在之物”持有什么态度。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康德

的自在之物，因为它是空洞抽象的。列宁坚持将自在之物拉回实际，即将其作为活生生的现

实的进展和运动。这实际体现了，列宁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很多场合，列宁都谈论到

了认识的基础。诸如，逻辑不是思维的外在形式，而是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学说；感觉是意

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是隔离等。这与他在本体论上坚持的唯物主义相一致。进而，列宁

还讲道：“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

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
[4]
因此，也就将恩格斯哲学基本问

题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并予以认识方面的解读，确切地说已经属于认识论了。这种认识论

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认识论范畴，在更大程度上将本体论也纳入了认识论。这种观念扩展

性很强，它将实践作为整个认识的基础。应当说，这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的，具体

到认识环节中实践并非处处决定认识。列宁没有否认认识的规律性问题，只是囿于当时斗争

的形势没有进行太多的强调和说明，这不能说他没有留意到认识本身的发展规律。在《哲学

笔记》中，他对黑格尔提到的意识运动如自然生活构成的逻辑
[5]
一样倍加赞赏就是典型的例

证。 

列宁关于认识的论述非常丰富，他也和恩格斯一样对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进行了说明。如

前所述，恩格斯对思维是否至上以及真理是否永恒等问题进行了辩证回答。在《唯物主义和

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依次对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认识的标准进行了

论述。相对于恩格斯，列宁的论述更加细致，他除了延续了恩格斯的辩证分析外，还从唯物

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物质的深究，以及它们与认识方面的联系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科学的结

论，使人有一目了然之感。列宁明确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并且认

为人们的物质观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现实和理论贯通起来，阐明了现实中唯心主义认

识论错误的缘由。 

三、毛泽东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贡献几乎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并

且附加了他自身独特的理解。 

在列宁明确提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后，毛泽东坚决贯彻实践

决定认识的根本原则，其认识论理论源于丰厚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很多场合，毛泽东都

说过他反对晦涩的经院哲学，他力图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让人民群众理解哲学的实质。

在《实践论》的开篇毛泽东就直接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

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

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6]
正是从广泛的社会实际出发，毛泽东对认识论极为重视，甚至曾做

出了“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这个论断不能单纯地从学术视角而脱离当时

的语境思考，重点应考虑到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的具体背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

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的这种立场从来

没有改变过。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这都是认识论所

要求的方法论原则。 

在认识论上，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

的、革命的反映论，他还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

标准等问题。在对认识的发生进行说明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调查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反

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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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属于实践的成果。基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生活，毛泽东主张要以哲学的态度去对待现实，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他特别注重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 

四、结语 

在西方认识论传统中，认识的发生始终是核心问题。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对实践的理解，

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各自领域中扎寻到了实践的内涵，这就是通向未来社会的变化。其

理论用语朴实无华，正说明了认识论从实践中来，这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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