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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阐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任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工作都不能避开实践观。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首要的观点，其基础性和首要性可从三个方

面加以解读，分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起、主线和归宿来历史性地考察实践观的地位和意义。科学

实践观的建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部分得以建成，很难明确划分实践观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形成这二者的先后顺序和边界。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中，也不难看出实践观是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论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他的重要观点，成为一种主线式的存在。

马克思在哲学事业起始之初就旨在改变现存世界，正确认识世界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改变世界，这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因此实践观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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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osition of Marx’s scientific practice view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o Marxist philoso-
phy as a whole. Any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cannot avoid the practice view. The practice 
view is the most basic and primary viewpoi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s fundamentality and prima-
ryity are interpreted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status and sig-
nificance of the practice view from the origin, main line and desti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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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view enables the main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to be built. 
It is difficult to clearly divide the order and boundary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the practice view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Going deep in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practice vie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oves other important viewpoints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becomes a main line.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philosophical career, Marx aimed to change the existing world. In the final analysis,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s also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changing the world. This is the miss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refore, the practice view is the desti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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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众多的哲学家、哲学观点、

哲学流派。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之于整个哲学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

前，哲学史上纷繁多样的哲学流派可以统称为旧哲学。即便不同哲学家的观点各异，然而究其根本，马

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一切旧哲学其一以贯之的核心和归依均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在

学理意义上仍然没有跳脱出唯心主义的窠臼。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上坚持了彻底

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一切旧哲学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唯物主义的始终贯彻

是通过实践观来完成的，因此从逻辑表达上可以概述为：科学实践观的发现与形成使得马克思能够完成

哲学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转变，进而使得该哲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什么其他的哲学。在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中不乏对实践观的系统论述，除了直观的这一方面还不难看出利用实践观的穿插和引证来

推理得出其他重要结论，基于此，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可以窥见一斑。马克思主义事业

的后继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已然看到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提出“实践观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首要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结论性质的。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旨在通过对

实践观的认识与分析来揭示和把握实践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此来对上述结论性的观点作

进一步的认识。 

2.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起 

“实践”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早在马克思之前实践已经存在，众多哲学家们对实践都形成了

自己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首先在理论溯源上是对旧哲学的批判与创新，具

体到更微观的方面就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精神实践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实践的批判以及对旧哲

学实践观合理成分的吸收；其次在理论形成上是学术研究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不结合具体实践

的纯粹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以理论论证理论的唯心主义活动，马克思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在身体力行

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理论思考；最后在理论周期上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马克思对科学实践观

的思考随时间和现实变化而不断推进，从最初的思想萌芽到完整理论的成熟经历了一定的时间周期，马

克思的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形成的这种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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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对前人思想的批判与创新。马克思成长于德国，在马克思出生前以至后来很

长一段时间内德国一直是哲学发展的高地所在，康德、费希特、谢林等都是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直至

黑格尔，古典哲学或者说德国哲学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这种优渥的哲学思辨环境对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同

样具有重要启迪作用。研究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观，不难看出对其思想的形成影响最明显的有亚里士多

德、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思想具有浓重的古希腊哲学特征，即把实践这一哲学

观点赋予伦理学思考，“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认为实践本身就是目的，而实践的结果

就是人达到至善，最高的实践形式是思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为了追求道德的善，并且强调沉思和

思辨。值得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系统论述实践，并且能够把实践看作是一项人为的活动，这在哲

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是他所说的道德至善以及沉思本质上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康德哲学是

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把实践概念引入到哲学视域，康德之后的哲学家都开始向理性研究转变。

康德在实践观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实践观，认为实践是以善为目的和导向的行为。诉诸于道德的

实践最终还是落到思维、意识、理性等唯心主义领域。黑格尔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绝

对精神领域充分论证了实践的意义，并且赋予实践以能动性，黑格尔对于实践的逻辑论证和劳动的能动

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要影响。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跳出了唯心主义的桎梏，在物质领域考察实践的意

义，但是他认为实践是人被动地适应环境的活动，不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实践观没有把人的实践和动

物的生物本能活动区别开来，因此是僵化的、直观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

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

们都没能正确认识实践，但他们的理论对马克思形成科学实践观具有重要作用。在亚里士多德、康德实

践观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合理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对实践能动性的逻辑论证以及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视域，在继承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思考并形成了唯物主义的能动实践观——实践是感性的人能

动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 
理论的继承批判是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的全部工作不仅限于理论活动和逻辑推

演。马克思深入到人类社会历史，关切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企图从已有的理论中为现实寻求答案遭致

失败，这使得他认识到当时哲学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一味的思辨无助于现实困境的解决，只能从现实中、

从人类社会历史中形成正确的思考进而上升为理论再来指导实践的变革。整个形成过程就是实践与理论

的不断交互，所以同任何思想诞生一样，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甚至反复的过

程。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有充分表现。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还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具有明

显的唯心主义倾向，但这一时期仍不乏部分的有益思考。比如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

的考虑》中马克思提到“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发生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

某种程度上确立了”([1], pp. 455-460)，这里就包含着马克思对主客观关系的初步思考。在《莱茵报》工

作时期，马克思接触到了具体的社会问题，林木盗窃案看似是法律问题，但究其根本是政治经济学和社

会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之后与《科伦日报》的论战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反对德国

哲学脱离现实的晦涩难懂的思辨特征，要求哲学发挥指导现实的作用”[2]。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实

践。在此后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平等，而宗教的

消亡在根本上系于人类现实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对于实践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而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转

变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所以科学实践观的阐发和唯物主义的转向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

实践观的初步建立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前者中马克思提出著名的异化劳

动理论，其中异化的解决、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就是要靠劳动来实现，后者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实践的

相关内容。实践观的正式形成和发展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本著作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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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仅以简要的十一条概述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全部思考，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对《提纲》

中的思考进一步展开论述，共同形成了科学实践观的整体框架和全部内容。 
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不难看出实践观和唯物主义的转向是相伴而行的。正是在探寻科学实践观的过

程中马克思逐步摒弃了唯心主义，最终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

变，因此不能把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割裂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观形成

之时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框架和重要观点也随之诞生，实践观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大

厦的大半得以落成。剩下的理论工作就是整理、补充与完善，很多内容通过实践观的形成就已经自证，

逻辑闭环已经形成。没有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无从谈起，而哲学中的实践观部分也让马克思主义

哲学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建立了新的世界观。 

3.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线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基础，马克思通过实践论证了多个重要的哲学观点，以此得以

构建新的世界观。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实践观是马克思建构哲学体系的重要工具和介质。然而当我们从

宏观的哲学体系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中，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于实践观的大篇幅

着重论述。因此可以说实践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建立的源头，同时又是其内容中的一个重要板块。

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又可分为三个方面，

分别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每一个具体的部分中，实践观都有贯穿和体现。 
实践是能动的、感性的物质性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

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

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因此马克

思认为实践的主体是感性的人，感性的人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人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他们总是

自觉或不自觉的结成种种社会关系，处于社会关系的严密网格中，既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同时又在社会中被型塑、被影响、被社会化，在这个人与外部世界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感性的人最根本的在于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与费尔巴

哈哲学中所讲的人根本区别开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一种“类”的自然存在物，他将人的本质抽象，

认为找到了人所具有的本质共同性。马克思则是把人放置于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

从动态的实践中看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类”。 
实践也是一种能动的活动。几乎所有有生命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活动，这是生命体存活的一种表征。

但是这并不认为任何生命有机体的活动都能称之为实践，在所有的生命活动中，只有人类的活动是我们

所说的实践。这也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其他生命体活动的关键所在，即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从

事具体的实践活动是有着特定的意识和目的的，在活动进行之前，人会有意识地制定活动计划、活动方

案，预期所要达到的活动目的，判断活动进行的条件等等，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人也在能动地进行思

考，当活动与预期不符合时，人能够及时做出调整。这些是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经历、参与

的历程，这种能动性渗透体现在全部人类活动中，而这种深刻的内化也使得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人意识到

这一点。其他生命体例如动物也有生命活动，比如蜜蜂建筑蜂巢、蜘蛛织网捕获食物等，与此相类似的

这些活动在本质上是动物们作为生命体而出于本能的活动，是生命被动适应环境的表现。它们与生俱来

具备筑巢、织网等这些能力，整个活动过程不包含能动的思考、计划、筹备等。因此，只有感性的人的活

动是真正意义的实践，其他生命个体的活动纵然具备实用价值甚至美学价值，但也只能称其为生命活动

而非实践。也正是基于马克思对实践的分析，使得人类除了能在生物学意义上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

也能在人文社会的角度上解释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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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是物质性的。这一点主要是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所提出的，不同于费尔巴哈直观的实践，

黑格尔的实践观体现着充分的辩证性质，在绝对精神的范畴内，黑格尔对实践活动、实践的主客体关系

以及更具体的劳动形成了完整的逻辑论述，抛开唯心主义，黑格尔对实践的论述是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加之其哲学中的辩证法，奠定了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地位。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观点的影响，

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充分研究，他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对实践观的完整逻辑论述，看到了其对实践能动

性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乃至其实践观局限于纯粹的精神领域，必然是意识

的思辨和逻辑的推演，对于解决社会历史的现实困境无实际作用。这也是以往哲学最致命的缺陷。马克

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并发展了黑格尔对实践观的合理论述，回到物质领域，肯定实践的物质性。

“实践具有客观实在性。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它虽然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

但本质上是客观的、物质的活动”([3], p.62)。 
具体说来，实践的物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构成实践的要素都是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能够展开

需要实践主体发起和不断起作用，实践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历史中现实的人，他们从事社会实

践活动，具备一定的能力，包括自然能力和后天习得的知识、经验、技能等。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从事实

践活动的单个人，以团体、阶级阶层、劳动类别等多重维度来划分的不同群体，或者不以任何方式加以

区分的宏观全人类，都可以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毋庸置疑，这些活生生的人是属于物质范畴的。其次是

实践的客体，实践活动不是单一面向的，实践主体进行的实践活动必然有作用的对象，而实践主体所针

对的与之相对的那一方统称为实践客体。由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物质生产实践、社

会政治实践与科学文化实践，所以实践所指向的客体也不同，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

实践客体是自然界；社会政治实践是人类社会领域的活动，实践的客体是社会中的种种政治关系；科学

文化实践旨在创造精神文化艺术成果，但不能据此认为科学文化活动是非物质性的，不否认科学文化艺

术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很强的意识活动，但其成果是能够改变人类现存状态的物质力量，所以科学文化实

践是超出纯粹意识范畴的物质实践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分工还将进一步细化精确，实践

的形式还会更多元，但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最终会落实到某种物质实体，所以实践的客体必然是物质性

的。有了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实践活动还无法进行，主体作用于客体总要借助一定的工具，这就是实

践中介。实践中介包括物质性的工具系统如机器、交通工具等和语言符号系统用于主体交流。很显然这

些也都是物质性的。构成完整实践活动的主体、客体和中介都是物质性的，那么实践活动本身的物质性

也就不证自明了。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

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马克思提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本质。与人的主观世界相

对应的物质世界包含两个部分，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而分化出来的产物，

由自然界中产生并独立于自然界。而使人类社会得以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正是实践这一物质力量。在

考察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形成时，马克思充分肯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古猿到人类、

从自然界到自成一体的人类社会转变过程中，劳动这一物质生产实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自然环

境发生变化，部分古猿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存方式，新环境中获取食物的本能活动逐渐改变了它们的生

理结构，即由四肢受力变为直立行走。同时为了适应环境保存自己，它们的群体结构也开始趋于大规模

和严密化，群体活动也提高着它们的智识，于是群体逐渐出现社会关系雏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劳动使得古猿具备了人的体征，古猿群体已成为非动物性质的人类社会雏形，而劳动在改变这些的

同时也进化了自身，即从动物的本能活动变成能动的物质实践活动。于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界而自成一体

的人类社会应运而生。实践造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对立，同时也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力量。通过人

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输送，用自然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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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来满足人类社会持续运作的需求，文明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人类意识到这种单向度索取不利于人类的永

续发展，于是近年来的种种生态保护举措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一种输出，这也是通过实践来达

成的。因此可以说实践造就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 
实践也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纵观整个人类社会，人类所赖以生存生活的吃穿住行等每一个

方面都是实践的结果，我们所能看见的如楼宇建筑、汽车、生活用品等都是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

类每天所从事的活动也是生产这些的物质实践活动。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

且不得不回到实践中找寻答案。哲学家们都曾对宗教有过见解，马克思看到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土

壤——现实世界的苦痛与无奈使得人们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救赎，不管是宗教的产生还是消亡都应该诉诸

于现实的人类社会，只有解决了人类在现实世界的难题，天国的理想大厦自然就会崩塌。实践也构成了

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实践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而生产关系也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发展的，社

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综上所述，从人类社会产生、人类社会存在和人类社会发展

三个方面能够证明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所在。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

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

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判断一种认识是否正确需要有一个衡量的标

准、参考的尺度。首先来说认识，唯物主义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人的一切认识都是

从后天接触实际中得来的”([3], p. 69)。因此，认识的根源在于实践。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通过直接经

验和间接经验来形成对于实践客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等的认识。其中直接经验就是人在亲自参与改造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关于对象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间接经验也是形成认识的重

要来源，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知识、读书、研究前人成果等都属于间接经验的获取。但不管直接经验还是

间接经验，它们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于现实的实践活动，这是和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认识属于主观

的范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用另一种主观的东西来验证认识正确与否，这是不惧任何说服力的。

真理是标志着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当人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那么这种认识就是真理，

反之就是谬误。因此，认识的来源和判定都应该在客观实践中去把握。离开实实在在的物质实践活动去

谈任何真理或非真理，都属于无意义的纯主观行为，说明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实践有诸多论述，以上三部分分别说明了实践的物质性、实践与人类社会历史

以及实践和真理的关系，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由

此可以充分表明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宿 

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实践出发建构整个哲学体系，同时实践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得到了科学的认识和充分的阐发，实践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宿。哲学是关

乎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它提供了对于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回答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肯定物质第一性，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上的唯物论、方法论

上的辩证法，以及相对应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是从实践观点萌芽

而形成的，又以实践性为显著特征区别于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内的所有旧哲学”([4], p.41)。《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提纲》最后一条中马克思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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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是这一论述指明了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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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的走向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深入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所得到的科学认识，认

识一经形成就以主观的形式存在，以往的哲学思想只能束之高阁，供一小部分人讨论和思辨，对于改变

客观世界无实际作用。但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看到思辨哲学的局限性，因此其哲学创立的初衷就

是将一种理论性的学说与现实紧密结合，回答现实关切，通过充实实践主体的头脑使理论变成实实在在

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改变世界的行动首先体现在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建立新哲学，

肃清以往一切旧哲学对人思想的错误影响，为变革世界的实践清除理论禁锢和思想羁绊，使人类能够在

正确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造现存世界的实践。所以马克思新世界观

的创立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之外的实践行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人们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是自己

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体

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通过理论阐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变革。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

过科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了社会运行的规律，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

供了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实践，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推动

这些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

实践中不断被验证和丰富。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是实践推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

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深入理解和分析社

会现实，提供了对贫困、压迫、不平等问题的深刻洞察，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运动、民族解放运动

等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实践向更公平、更自由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实践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全脉络。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它通过指导和参与实践，

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时又因应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完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两者相

互作用、互为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理论，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指

引着人类社会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体现，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宿。 

5. 结语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起、主线和归宿。以此来解释实践观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的“基本性”和“首要性”。研究实践观必须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观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事实上，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科学实

践观的提出和阐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根脉和标志性基础工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

成和发展实际上就是科学实践观的成型和深化。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马克思将唯物主义贯彻于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根本特征就是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唯物性就体现于实践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称之

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通过实践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既是实践的，又是唯物主义

的。离开了实践性，不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4], p. 42)。
实践观的“基本性”和“首要性”寓于其中。对实践观的研究仅停留在这里是十分可惜的，除了它的理论

意义，其现实作用也不能忽视。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就应该通过对实践观的进一步研究来丰

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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