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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研究

棣鸯斗

(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广东广州511300)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践的问题观和辩证的问题观。实践的问题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问题观的基本思想，强调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和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一思想

与"-3代西方哲学有一定的契合度，既体现了人的类特性又避免了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问题观也是辩证的问题观，要求人们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时坚持辩证的观点与方法，做到归纳

与演绎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抽象与具体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是科学的问题

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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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源于问题。问题是人的认识尚未回答或尚

未正确回答的事物的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而研究

问题则是根据已知求未知，根据所思求未思。对问

题的研究，如追根溯源，就是对于元问题的探讨，即

对于母问题或本初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创始人在创立其哲学理论时就从哲学高度考察了问

题的各种特质，提出了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问题

观，至今仍有很强的解释力、启发力、预测力和覆盖

力，对于我们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

学实践的问题观和辩证的问题观，探讨问题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是实

践的问题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的基本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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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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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区分了经院哲学问

题与非经院哲学问题，强调人们不仅要重视认识问

题，更要重视实践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解决问题，

更要在实践上解决问题。这一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问题观的基本思想，即实践的问题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提出

了一个著名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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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马克思的

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问题观的显著特征——重视实践问题、重视改造

现实世界的问题。当然，实践问题不仅是改造客观

世界的问题，而且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是改造

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外部世界对人的

影响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维、动机、意

志，成为“理想的意图”，并变成“理想的力量”。所

以改造主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问题观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

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实革命

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P75)一方面，

人们通过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来改造客观物质世

界；另一方面，生活本身与客观存在也会不断出现新

的问题进而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推动人们主观世界

的改造。这一观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

是实践的问题观——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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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强调不仅要重视认识

问题更要重视实践问题，反对那种只有理论而不付

诸行动的问题观。比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他

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

抽象的‘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

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正

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

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

义。，，【lJ㈣”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强调认识问题

与实践问题的统一，强调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

世界的统一。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费尔巴哈沉溺在美

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科学的

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

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

放”【2J。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

动中来改造主观世界，在提高主体思维能力和素质

的情况下来改造主观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是实践的问题观，实

践的问题观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解决问题，

以达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人类认识问题的目的是

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又必须通过现实的实践

来完成。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虽然强调了人的能

动性和创造性，却片面地、抽象地因而也是虚幻地夸

大了人的能动作用。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绝对

精神或理念是无所不包的万能“主体”，而从事现实

活动的人不过是理念的形式，或者说是实现这种理

念的工具，人是意识和理念的化身。”o马克思指出：

“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

的、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L41而在费尔巴哈那

里，人同样是抽象的“人”，并非从事实践活动的、进

行着历史创造的社会主体，因而他在社会历史领域

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问题观

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是以实践完成了的哲学革命，它克服了唯心主义

否认问题客观性的缺陷。

当代许多哲学家也不约而同地赞成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实践的问题观。例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

舒斯特曼认为有两种哲学(实践)形式：“其一是理

论的形式或理论的实践，它关注对世界包括人的本

性知识和人类社会制度的一般的、体系的观点的明

确表达或批评。其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哲学形式或

哲学实践，它将美和幸福带给生活实践。”【5儿脚’在

舒斯特曼看来，这两种哲学的形式或实践不是对立

的或非要作二难选择不可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的

艺术是生活实践的体现，自我在这种实践中通过试

验、规范和磨练而得到美化，仅仅强调哲学的纯粹性

显然是无视实践哲学问题存在的特异性。美国哲学

家普特南表示，哲学的反思最好是“去改变我们的

生活而不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因为“对于怎

样生活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具有为我们自身去思

考它的潜力”。[5】(舢’换言之，哲学的任务是通过生

活实践改变生活本身。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实践的问题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也在一定

意义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和不可超越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

问题观把主体的人看成是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个

体，体现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的类特性，一方面

避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主体问题上的错误

倾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主体在发现问题、评价问

题、选择问题、解决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是辩

证的问题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不仅是实践的问题

观，而且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而又是辩证的

问题观——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运用辩证

的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辩证的思维方法使主体不

仅从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剖析问题，而且不断接

受新问题的挑战，并在这种挑战中实现自我剖析和

自我超越。

辩证的问题观能帮助我们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

的关系、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处理稳定

与发展的关系。辩证的思维方式正是从正题一反

题—合题，抑或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来分析和

对待时间与空间中的事物。辩证的问题观要求我们

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把抽

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把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把逻辑

与历史结合起来，要求我们不仅要在个体的层面进

行分析也要关注问题的普遍性，不仅要注意问题的

形式也要关注问题的内容，不仅要重视问题的原则

也要重视问题解决的策略与方法。

辩证的问题观要求我们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

析和解决问题，反对将事物看成孤立的个体。在统

一的物质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是同其运动、变化、发展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问题

都不可能孤立地呈现。辩证的问题观要求我们运用

运动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恩格斯说：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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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

的，这就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

互作用构成了运动”。【61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就是事

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问题不断产生，要求人

们不断抛弃以前许多旧的观念和思想，而问题的解

决则使人们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总之，无论任何

事物，只要它是现实的、客观的存在，那么它的这种

存在从其结构状态来看就存在一定的具体联系和相

互作用，从其功能状态来看则是一种具体的运动形

式。下面联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就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辩证问题观的基本方法作一探讨。

1．归纳与演绎

在哲学史上，归纳与演绎是最早引起人们注意

并得到充分研究的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是从个别事

实走向一般概念、结论；演绎则是从一般原理、概念

走向具体结论。归纳是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

般的思维运动；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个别

的思维运动。归纳与演绎是同一认知过程中相互对

立又相互联系的两种方法。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

我们要对事件、现象和因素的共性进行集合，就必须

对大量现象进行统计与归类，这就是归纳。同时，我

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又要不断从观察和试验中

搜集经验材料，并运用已知的一般理论作为分析问

题和观察问题的指导原则，这就是演绎——它规定

着归纳活动的目的和方向。但是，归纳和演绎不是

彼此孤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对把归纳绝对化，

也反对把演绎绝对化，而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

补充的关系，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方，否则

就将陷入唯心主义。

2．分析与综合

分析是在思维中把客观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

分、方面、特性和因素的认识过程，综合则是在思维

中将已有的关于客观对象各个部分、方面、特性、因

素的认识连接起来以形成对客观对象的整体认识的

过程。分析与综合立足于客观对象整体与部分、统

一性与多样性、本质与现象等的对立统一。早期的

分析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等。

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科学的发展，对问题的分析

方法也有了巨大进步，它更多地表现为问题的结构

分析、功能分析、信息分析、模式分析、发生学分析、

流程分析、系统分析等。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不

同的科学研究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对象又有不同

的矛盾，而不同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运动过程又有

其不同的特点；相应的，问题分析和解决也会有不同

的方法。综合是在系统分析基础上的更高的思维活

动，它有助于我们从系统的本质及其内在结构、各系

统相互关系、解决问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影响问题

解决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等方面对问题进

行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的问题观认

为，分析与综合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分析是综

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只有把二者结合在一

起才能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充分发挥其功能。

3．抽象与具体

人对客观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其完整过程表

现为：从感性的具体出发，通过分析，由感性具体达

到抽象的规定，然后再通过综合，由抽象的规定达到

思维的具体，这是一个“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否定

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的问题观认

为，问题的内容是客观的，而表达问题的形式则是主

体抽象思维的结果；问题在本质上是客观的，而问题

则是主体经过抽象思维分析、加工而成的。

总之，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马克思指出，与

答案相比，问题更为重要，因为“问题就是公开的、

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

口号”【7』，问题是每个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改造社会、

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使命。人类认识能力与实践能

力的发展是从问题到问题的发展，一个问题的解决

会引起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旧问题的解决会引

起新问题的发现，前一问题解决的结果会成为后一

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问题

不断提出和不断解决的历史，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

是科学的问题观，它符合人类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

的规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对人类认识能力

的发展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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