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建设 【文学研究文摘】 

 53 

马克思主义物质概念的三重意蕴 
薛天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物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内在地包含人的能动实践，是独

立于人类意识且能够被人类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一切唯物主义哲学都将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但不论是古

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还是近代机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都

模糊了具体事物与物质概念之间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忽略了

人及其思维的物质性，从而没有正确理解物质概念。而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批判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吸收黑格尔

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对物质概念有了科学理解。 

一、物质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 

哲学上的物质是对具体事物共同本质的归纳概括。哲学

上的物质和具体事物之间即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他们之间

的区别在于物质概念是从一切具体事物当中通过思维的抽

象概括而来，其所反映的是一切具体事物的共性，而具体事

物则是个性的体现。他们之间的联系在于哲学的物质概念作

为具体事物的共性，无法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因此，马克

思主义对物质的理解首先在于其从具体事物中而来，是对具

体事物的抽象，体现的是事物的共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综合，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综

合中抽象出来的。”1 

二、物质内在地包含人的能动实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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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 

马克思对从前一切的旧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进

行了切割，指出我们对物质的理解既要从实践去理解，也要

从主体去理解，这里的主体指的是能动性。 

（一）从意识的能动作用理解物质概念 

在马克思看来，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在内的一切

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他们对物质的理解是一种直观的理

解，也就是照镜子式的理解。比如说面对一名军人，如果用

旧唯物主义方式进行理解，我们对其的认识只能是穿着军

装，身高一米八，皮肤黝黑。这就是缺乏意识能动性的照镜

子式的理解。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对军人会产生一种天

然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是思维运动的产物，就是意识能

动作用的体现。这就说明我们对物质理解不能脱离意识的能

动作用进行理解。即要从主体的能动方面去理解物质。 

（二）从人的实践去理解物质概念 

不仅要从主体的能动方面去理解物质概念，同时也要从

人的实践去理解物质概念。因为自人类诞生以来，通过人类

实践，自然界分为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但是作为物质世界

一部分的自然界只存在尚未进入人类实践范围内自在自然，

而不存在无法进入人类社会的绝对自然。这就意味着无法脱

离实践本身去理解物质概念。同样是老百姓对于军人的理

解，为什么美国百姓看到美国大兵不会产生安全感？原因在

于美国大兵不是人民的大兵，而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国家机

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工具。而这正是美国百姓从实践中

得出的对美国大兵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对物质概念的理解也

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在对物质的理解不能从物质本身出

发去理解。因为这样的“物质”是与人无关的且独立于人之

外的物质，是对物质的直观消极理解，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

实践的理解。因此，物质的概念事实上内在地包含意识的能

动性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是“物质-意识-实践”

有机统一。正如列宁所说：“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

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像。

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做出来的。” 

三、物质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且能够被人类意识所反映的

客观实在 

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

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

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首先，物质的共

同特性是客观实在性。物质是一种客观实在，客观实在和客

观存在的区别在于，客观存在指一切事物的存在，既包含物

质现象，也包含意识现象。而客观实在则指的是物质现象。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但是具有共同的属性，这种属

性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这个属性就是客观实在性。其次，

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中国古代唯物主

义者王阳明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

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

尔的心外。”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看来，是人的意识建构起

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现实却是，

人类在实践中发现，人的意识无法建构世界，只能改造世界。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最后，

物质是能够被人类认识的客观实在。虽然物质不依赖人的意

识而存在，但正是因为意识的能动性，让人能够认识到物质，

也就是说，在哲学基本问题中第二个问题上，认为人的认识

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也就是坚持了可知论。 

马克思主义对物质概念的理解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扬弃，

是对物质的科学理解，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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