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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郭凤莲，刘　洋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
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

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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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曾就哲学史提出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
“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 ＝整
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

圈。”［１］据此，毛泽东的实践论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继

承。它之所以具有船山历史哲学的特点，大致是遵

循这样一条线索：王船山———谭嗣同———杨昌

济———毛泽东。［２］这就是船山历史哲学特点与毛泽

东实践论哲学思想的内在思想逻辑。而不仅在哲

学思想方面，在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形成的过程中

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影子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继承关

系，“我们希望他的坚贞的爱国主义和重知行观的

实践思想，在今天将可从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观

点，予以新的评价和新的发掘。”［３］本文就试图从

“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角度对毛泽东的“实践论”

进行“新的评价和新的发掘”，以还原文本式的解读

来审视它对毛泽东在具体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

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４］与毛

泽东本人理想人格的关系。

　　一　毛泽东《实践论》的船山哲学本体论特点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开篇就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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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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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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本体论上的独特见解，他的本

体论核心———社会实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以前的

唯物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的。

本体论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性特征。毛泽东

首先从认识论角度入手，这体现他深受在船山“本

体———宇宙论”之“大本大源”思想的影响。毛泽东

接受了船山思想的“一两观”，即“一而二，二而一”

的思想脉络，他将船山的这种“一体两用”，“两立一

见”的辩证关系发展为知与行的辩证统一观。１９３７
年，毛泽东在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备课时就阅读过

《船山遗书》，并在《实践论》重新发表时，加上了副

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

都是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的，毛泽东肯定了“人类

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

活动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

源”，指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

这种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思想同样也成为

毛泽东“确立远大志向，达至圣贤理性人格境界的

根本方法。”［６］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这种

“宇宙之真理”与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结合在一

起，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青年时

代就主张“知了就要行”的实干精神，要“踏着人生

社会的实际说话”、“重在行事”。在１９１７年《致黎
锦熙信》中他就说到：“以飁栌之材，欲为栋梁之

任。”表达了他当时欲要投身革命实践，造福社会之

目的。这与他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论的

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　毛泽东《实践论》的实践理性论特点

船山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实践理性论，它

涉及到“知与行”，即对历史的理解与实践。

按照船山的观点，历史前进的保障是“力行第

一”。这就是知的目的，就是毛泽东强调的要读“无

字之书”，投身社会实践。

船山认为，合理的实践有两种方式，即“理成

势”和“势成理”，这两种方式不可分割，相互联系，

也即“因理而得势”。这个“理”和“势”在后来毛泽

东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

用中都有所体现。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在第四师范求学
时曾立下“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

生焉”、“高尚其理想”的圣贤豪杰观。但这并没有

让他止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伦理学原理 ＞
批注》中，他又强调“圣人者，抵抗大恶而成者也”，

在这里，毛泽东表现出了贵“大我”贱“小我”的道德

境界和敢于投身实践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毛泽东

能成为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领袖是分不开的。后

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检验真理的标准也进行

了一番论述，他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

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

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７］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经世

致用”思想的发扬和探求与其“实践论”的目的殊途

同归。

船山的这种实践理性与毛泽东的“知和行的关

系”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

船山的“并进而有功”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

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表述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

论”，来强调认识的指导作用。毛泽东作为“我们伟

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８］他“博览经史”、

事功俱全的知识背景和“练达世情皆学问”的生活

阅历为他日后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做了充分的

理论准备。同时，在学习的方法上，毛泽东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学习上要“甘当小学生”，“来不得半点

虚伪和骄傲”，这也正与船山的“不自圣”、“不自倨”

的人生信条一脉相承。

　　三　毛泽东《实践论》的社会变易论特点

有学者总结王船山社会变易论涵盖的三个主

题：运动、变化、发展。这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人文社

会活动的规律问题。“船山比任何人都要强调历史

的变易，演化，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时间因

素所造成的不可逆性，船山充分认识到历史的演化

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

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是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

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显然，二者都强调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但对

于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离开

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船山历史哲学

的理论前提就是以人为历史的核心”，［９］但毛泽东

突破了船山所谓“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局限，

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

力”的人民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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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变

易论的特点。同历史的变易演化一样，人的认识和

实践也具有前进的反复性。他首先强调“社会实践

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然后又指出：

“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

的影响。”［１０］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艰巨

性，但他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

律”。［１１］这体现在毛泽东理想人格发展方面，就是他

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所产生

的对圣贤思想的扬弃，以及在“五四”运动时期新旧

思想的撞击。直到“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
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１２］这种

早年在毛泽东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对他思维的成型

和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方法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四　毛泽东《实践论》的船山历史哲学特点

在船山的历史哲学中，理和势代表历史的合理

性和现实性，它们具有实践论的意义，但同时也具

有史学方法论的价值。首先，毛泽东将辩证法运用

于认识论，把人放在社会性与历史性之中，克服了

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他在《实践论》中写道：“这（知

和行）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

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以科学的实践观，超越

了王船山关于认识的主体以及轻视劳动人民实践

的观点，从认识论的高度揭示了认识主体的领导方

法中的群众路线：群众 －领导 －群众。其次，毛泽
东又进一步指出了认识的反复性，系统地总结了认

识的规律性“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

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

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的指导革命实践。”从

唯物论出发阐释了认识的两次飞跃：实践—认识—

实践。最后，从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认

识运动的基本秩序，并将其运用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中：个别—一般—个别。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近代湖湘文化对毛泽东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化理性来讲，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性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而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又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尤重经世的地域文化代表。”一方面，我们通过

《实践论》的理论渊源做还原文本式的解读后得知，

毛泽东通过对王船山历史哲学的批判继承，在《实

践论》中将“知和行”的关系概括为“现代的知行合

一观”，并“通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从哲学原理转

化为党所领导的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成为人

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另一方

面，毛泽东实践论所具有的船山历史哲学的特点，

与毛泽东本人早年“以圣贤为祈向”的圣贤豪杰观

和“大本大源”理想人格是分不开的。

总之，毛泽东的《实践论》将哲学认识论推向了

一个崭新的高峰，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

挖掘其所具有的船山历史哲学特点，这为我们将中

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理性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实践创新提供方法论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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