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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论》是毛泽东在 1937 年提出的哲学著作，系统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并结合

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尤其是儒家、道家和兵法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实

践论》中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高度契合，儒家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

验证，而毛泽东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强调社会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

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循环，与道家的辩证法思想相似，道家提倡顺应自然规律、

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在革命中的灵活应变与策略调整。此外，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受

到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强调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这一思

想与儒家“民为邦本”的理念不谋而合。通过这篇论文的研究，我们不仅能深入理解《实践论》中的哲

学思想，还揭示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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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37 年，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特别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该文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推动社会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丰富的

哲学思想，其中尤以儒家、道家和兵家思想为最。这些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深刻影响了社会的

治理模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人民的思想行为。[1] 儒家代表思想家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提倡通过实践

来完善理论；道家注重顺应自然和事物内在规律的辩证法思想；兵家则擅长运筹帷幄、灵活应变，强调实

践中的智慧与策略。毛泽东在其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深刻吸收并融合了这些思想，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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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将这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

哲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

《实践论》的核心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是实践的指导”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具体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2] 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强

调，知识和行动是密切相连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验证和丰富理论。[3] 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则将

这一思想通过哲学化、系统化的方式进一步推向了社会实践的层面，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

是实践的指导”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不仅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实

践、强调道德和伦理修养的思想息息相关。此外，《实践论》中提出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

的辩证法，也与道家哲学中的“阴阳平衡”以及“无为而治”的思想相契合。道家提倡顺应自然、尊重

事物的内在规律，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革命实践 [4]。

二、《实践论》概述

（一）《实践论》的核心思想

《实践论》的理论体系简洁而深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毛泽东认为，

人类的认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升华，最终实现对世界的彻底认识。

首先，毛泽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从抽象的思维中得来。实践包括生产劳动、社会

活动、革命斗争等各个方面，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接触和认识客观世界，从而获得正确的理论。毛泽东

通过这一观点，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不断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理论，才能逐步接近

真理。

其次，毛泽东提出“认识是实践的指导”。这意味着，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并推动

社会进步。毛泽东明确指出，认识不仅仅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还应当指导新的实践。理论的正确

性必须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指导思想。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实践条件进行修正和发展。

最后，毛泽东还强调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根据《实践论》的观点，认识与实践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实践推动认识，认识又指导实践。毛泽东提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

到实践”的辩证循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发展特征。通过这种循环，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

断发展，最终推动社会的历史进步。

（二）毛泽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深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在战略、政治、社会治理等方面，中华文化中的经典

智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毛泽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实

践论》中，虽然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讨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但他也在文中大量吸收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将儒、道、兵法等传统文化智慧融入革命实践与理论发展之中。[2]

例如，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就与儒家的“民为邦本”高度契合，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推动社会革命。而他在革命过程中灵活应对不同情况的战略眼光，则深受道家“无为而治”和兵法“因

势利导”思想的启发。[16] 毛泽东成功地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革命实践结合，不仅塑造了中国独特

的革命方式，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毛泽东的思想既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沃土，又紧跟时代潮流，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性与历史性，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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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论》的核心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儒家“知行合一”的相通性

王阳明作为明代声誉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积极主张并大力倡导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在他看来，

知与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着重强调二者彼此统一、不可分割。[2] 在

《传习录》中，有关知行合一的释包含诸多实例，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弟子提出了认识与行动相互分

离的观点。例如，弟子徐爱曾对“知”与“行”的关系存在疑惑，认为人在认识事物之后，才会去行动，

将“知”与“行”看作是两个先后相继的过程。此乃力主即时行动，秉持知行合一，不容有日，丝毫迟

滞，当下行动即为认知之彰显，一念之决即可发为行动。思辨学问本身即为一种行为，而非在思辨学问

之外或之后才会出现其他行为。

儒家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是指知识与实践应当相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和验证知识的真

实性，只有将道德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成为有益社会的行为。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实践与认

识的辩证统一与儒家的“知行合一”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

通过实践，才能不断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行动。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实践对于个体

修养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实践论》则将这一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普遍化，应用于社会和历史的变

革过程中，具有更强的时代性与社会指导性。[2]

（二）认识是实践的指导：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通性

道家哲学提倡“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道家的“无为而治”看

似强调消极不作为，但其实是在强调领导者应当根据自然发展规律行事，不强行干预。[6] 毛泽东在《实践

论》中强调，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顺应客观规律的思想。认识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主观判

断，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最终为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导。这一思想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高度契合，表

明毛泽东的思想不仅仅是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启发，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有着深

厚的联系。

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 , 人应该积极介入自然、改造自然。人只能依靠自身的实践形式取得与自

然法则的相一致 , 他在《实践论》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 不在于懂得了客观

世界的规律性 , 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点

可以从 1965 年毛泽东重游井冈山时所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看到 :“风雷动 , 旌旗奋 ,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 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 , 可下五洋捉鳖 , 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 , 只要肯登攀。”[2]

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为能动地改造世界进行实践。他的目标是要让人们掌握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法则 ,

并牢记有意识地按照这个法则去改造世界。

（三）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相通性

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辩证思维，强调事物内部的矛盾与转化。儒家提出“天人合一”

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内在的辩证关系；道家则通过“阴阳”理论阐述事物的相互依存与变

化。《实践论》中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循环，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互补、相

生相克的辩证法思想一脉相承。这一辩证法思维不仅帮助毛泽东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也指导了

他在革命过程中灵活应对复杂局面的策略和方法。这一辩证法思维为毛泽东提供了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

理论工具，使他能够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深刻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

借鉴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注重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策略，既保持坚定的革命方向，又根据现实情况

进行不断调整与创新。《实践论》正是在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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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辩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实践中的群众基础：与儒家“民本思想”的契合性

儒家思想强调“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实践必须依

托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群众的参与，革命实践才能得到真实的推动。这与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观念高度

契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实践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群众基础的重视，也正是毛泽东通

过吸取传统文化精髓所形成的理论创新，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支持。毛泽东

在实践中强调，革命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任务，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这一思想深刻体现了儒

家“民为邦本”的理念，人民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毛泽东通过将这一思想融入到革命策

略中，强化了群众基础，增强了人民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相结

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广泛支持和实践动力，使得革命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验证，更在实践中找

到了前进的力量源泉。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践论》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作为核心价值，主张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实践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这一思想强调人的内在道德力量，并认为社会秩序与进步的基础是每个人的德行和行为规范。在《实践

论》中，毛泽东同样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并主张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这一观念

与儒家“仁”的思想相契合，毛泽东认为，理论的力量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验证，而理论与实

践的统一恰恰在于其能够服务于人民、推动社会进步。

在儒家思想中，良好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体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毛泽东则将

这一点引申到革命实践中，强调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民，实

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不仅继承了儒家注重道德和行为的传统，也通过实践这一载体，推动了社会从理论到现实的全面进步。

此外，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启发了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将个体的修养、家庭的和谐以

及社会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革命并不仅仅是推翻旧有的政治体制，更是要通过思想与行动的统

一，逐步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提倡顺应自然、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强调以柔克刚、无强求之治。[6] 在

《实践论》中，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提出要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来调整革命的方向和策略，

这与道家强调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观点十分契合。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和战略眼光，深受

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明白，革命的道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应对。

例如，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面对复杂多变的敌情和内外困境，采取了机动灵活

的游击战术，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硬碰硬的对抗。这一战略眼光，正是道家哲学中“无为而治”思想的体

现，即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模式，而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作出调整。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革命的

理论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根据实践中的反馈调整理论和策略。这种从实践出发、顺应社会发展

内在规律的思维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对道家哲学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的革命策略和理论发展，深刻反

映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通过顺应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毛泽东不仅成功地应对了复杂多变

的革命局势，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战略眼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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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泽东革命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兵法思想的影响

《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强调了了解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精准评估形势的战略智

慧。毛泽东在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都高度重视敌我形势的分析，并根据敌人的弱点制定相

应的战略战术。[7]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人民战争战略，正是通过深刻分

析敌人的力量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巧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人正面硬碰硬的对抗，这与《孙

子兵法》中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相契合，体现了兵法中的“以逸待劳”的智慧。此外，《孙子兵法》

中的“兵贵神速”和“兵者，诡道也”思想，也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2]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到“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理论，也深受兵法思想的影响。

他强调，战略的调整不仅要基于对敌情的了解，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反馈和修正。这种从

实践出发，灵活调整战略的思想，正是兵法中“兵贵灵活，能变化”的核心精髓。[8] 毛泽东的战略理论

和革命实践，是传统兵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战略理念，在毛泽东

的军事理论和革命战略中得到了丰富和创新。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传统兵法中的灵活应变、巧妙用兵的智

慧，还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战略，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进程和最

终胜利。

（四）集体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这一观点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民为邦本”，提倡个体与集

体的统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与毛泽东提倡的“群众路线”高度契合。[9]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并强调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理

论和实践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深知，任何革命行动如果脱离了群众，必然会失去根基。因此，

他强调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还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参与来推动革命进程。毛泽东提

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体现，它要求革命理论与人

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革命实践必须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力量。[10] 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动员，

还是在新中国建设中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都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核心位置，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作用。

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只有将革命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

社会合力，推动社会变革。[12]

五、《实践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一）革命实践中的传统文化创新

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性地将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现代革

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理论动力和实践力量。毛泽东不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

本原理，还在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下，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革命

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既具有时代性又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哲学。[13] 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

了理论指导，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之一。通过

《实践论》，毛泽东在世界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理论印记，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继续发展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14]

（二）文化自信的培育

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不仅是政治上的成功，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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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也充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现代化中

国的文化自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不仅是对外部压迫的反抗，更是对中国自身

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觉醒。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衰落曾一度让中国人对自

己的文化产生疑虑和自卑。[17] 然而，毛泽东通过《实践论》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重新认

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创新潜力。他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中华文化

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支持。毛泽东通过《实践论》所展现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继承，更是对其现代价值的再创造。通过在革命过程中不断融合和创新，毛泽东让传统文化与现

代社会的需求实现了有机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

文化动力。这种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至今仍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

程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18]

（三）强化人民群众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作用

毛泽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实践。人

民群众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能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以及各类社会实践，为传统文化赋予新

的形式和内涵。通过大众参与，传统文化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找到更适合的发展

路径。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愈发成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通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传统文化能够以更加包容和创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

力与智慧。因此，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然是一个既注重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动态过

程，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

六、结论

（一）总结《实践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的成果

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哲学，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论》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

厚的哲学智慧，还创造性地将这些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符合中国实际

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这一革命哲学为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和革命性，又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发展、集体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智慧。[15] 这种结合使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具有了更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也使得中国革命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稳步推进，

最终取得胜利。通过《实践论》，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总的来说，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展示了中华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哲学。这种结合不仅推动了中国革

命的成功，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14]。

（二）新时代下的《实践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实践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更加深刻与紧密。《实践论》不

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实践论》中的实践观与认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民本思想”等哲学思想

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21] 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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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发展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实践论》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理论与实

践、人民立场、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发展的典范，为实现文化复兴提

供了重要理论指引。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将“两创”摆在我国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

使党对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体现了挖掘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必要性。这就要不断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理论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来更多新的真理启示，从而增强文化自信。习近

平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9]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对优秀传统文化给予充分地们在世界文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22], 才能展现出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 , 肯定，并在实

际行动中继承和弘扬，在鉴别传统文化优秀与否的基础上，敢于舍弃糟粕，勇于传承弘要加强对优秀传

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定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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