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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唯物主义视野内的“实事求是”
———兼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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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实践唯物论的概念，它吸收了中国经世致用的优秀学术传统，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论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固有规律

以得到对真理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它不仅是一种认识原则，也是一种实践方法论。践行这一思想和方

法，就要从全面、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将其当做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避免主观倾向的干扰，既重视实际，

又不轻视科学的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学理上就是学术性

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问题。要走出这种困境，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发

展变化，正确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际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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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本是源自中国传统典籍《汉书》的

一个哲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

东等人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和实践论的重新解读，

使其成为一个集中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方法

的概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作

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思想既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的结合，也是中国传统哲

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从实践唯物主义出

发，就“实事求是”思想的逻辑前提、理论实质和方

法论意义进行多维度地深入探讨，对实现当代中国

哲学的理论建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

践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逻辑前提

“实事求是”的说法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早已有

之，颜师古、顾炎武、钱大昕、梁启超等人就曾用“务

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

始”等表述来表明一种“反对空谈心性、轻视实务的

虚浮态度，主张经世致用”［1］，它作为一种治学态度

和方法而被人们强调。

这里的“实事求是”虽然已经正确地同轻视实

务的虚浮态度划清界限，但是并未包含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关于实践论的全部深刻内涵。在对马克思主

义思想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

的“实事求是”思想进行了提炼、改造和重塑，使其

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路线。
就其哲学含义来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继承

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思想。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思想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恩

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在自然界和历史的

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

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

形式出发; 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

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

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2］288。
这里，恩格斯正是将“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作为一种

科学研究的方法乃至认识的方法加以确证。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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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批判费尔巴

哈的那种从“一般”而非“现实的历史的”实际出发

的唯物主义观点时，就提出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

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3］76，这种“本来面目

及其产生情况”实际上就是“实事”，从而进一步明

确了以事实为根据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

那里，蕴含“实事求是”内涵的哲学思想既是科学研

究和认识的方法，也是共产主义实践的指导原则，正

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所指

出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并由

此得出进一步结论的教义或者学说，“共产主义不

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

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

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

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3］210 － 211。可

见，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实践、运动，它从事实出发，以

实际为前提。据此，在涉及原则、理论与实践、实事

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始终强调实

践、实事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所强调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

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

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

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

才是 正 确 的。这 是 对 事 物 的 唯 一 唯 物 主 义 的 观

点。”［4］374由此可见，以事实为出发点和依据的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也是毛泽东“实事

求是”思想的基本理论来源。
恩格斯曾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

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

步 研 究 的 出 发 点 和 供 这 种 研 究 使 用 的 方

法。”［2］742 － 743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从事实出发”的

思想也是如此，它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正是正

确认识并坚持了这种“从事实出发”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列宁才成功地发展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曾提出一种

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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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

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

自己认识论的基础。”［5］78 这里，列宁肯定和继承了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此基础之上，列宁又进一

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

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

确切的分析。”［6］24据此，列宁否定了那种“背诵和简

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

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

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6］24。
可见，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事实出发”的观点

的同时，还正确认识到了一切事物和实践活动的特

殊性，从而理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突出了

“实际”的具体性、特殊性。正是因为列宁坚持从实

际的情况而非原则出发，才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

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创造性地解决

了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从而找到了

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列宁的理论思想和成功实践，无疑给了毛

泽东以极为重要的启示，从而也构成了毛泽东“实

事求是”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和依据。
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原理的“实事求是”
在提炼中国古人“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国传统

哲学“实事求是”认识论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认

识论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深刻概括了“实事求是”态

度和思想的含义，并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上

升到理论高度，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成果精髓和实践指南。这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思想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是实践唯物主义

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

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

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

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

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

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

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

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7］801 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

种解读既肯定了认识的客观性，又强调了其主体性、
能动性和实践性。

首先，毛泽东肯定了“实事”和“是”的客观性、
固有性，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

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掌

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具备了唯物主

义认识论的特质。但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实

事求是”并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概念，它同样具

有实践论的含义，也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和深化。实

际上，“物质”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也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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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才是唯一的“存

在”或者“实在”，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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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作为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说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

物”虽然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性，但并不是存在于人类实践之外的纯粹自然物。
然而，在解读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时，其实践

论含义往往被忽略，“事实”通常不被理解为实践本

身，而被理解为实践之外或者实践之前的纯粹认识

对象，“实践”则仅仅被当做是用以检验和界定认识

的工具，也就是说，“事实”、“实践”都被局限在认识

论范围之内。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对“实事求是”的

反映论的纯粹认识论解读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也不符合毛泽东的实践观，它恰恰是马克思曾

经批判过的旧唯物论从直观或者客体的形式来理解

实事的思维方式。
辨明这种错误以后，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毛泽东

所谓的“实事”其实是指人的活动、人的事情、人的

生活等同人类实践密切相关的实在，不是与人无关

的抽象存在物。所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一

方面肯定了作为“实事”的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
规律性和可知性，并将此作为我们“求是”的前提和

依据; 另一方面也强调“实事”作为生活实践，并不

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就是人之存在、人的生活实践

本身。
对于客观存在的“实事”，人们要去认识和把握

它，即“求是”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求”就是我们要

去研究，这种研究是人的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人，需

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求是”就不是指规律

本身，而是对它的认识。因此，“实事求是”不仅是

认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突出地体

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实践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主体是受实践规

定并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化的人，世界是在

实践中形成的人化世界、属人世界。毛泽东一再强

调“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而且

这种调查和研究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不是片面

的，而是全面的，是以实践为导向的。“不单是懂得

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

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

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7］801，

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并非机械的反映

论，而是能动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这种思想不仅强调

“事实”的客观性，还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和运用

“实事求是”思想时不可忽视的一层内涵。
所以，“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

原则，而且是一种实践论意义上的方法和指南。有

了这种方法和态度，毛泽东才能够摆脱经验主义和

教条主义的束缚，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具

体“实事”，探求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实事求是”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 “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

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

发。”［7］797这即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它是实践唯物主

义的基本方法论之一。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

发”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这针对的是当时党内“对

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

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我

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

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

浓厚空气”［7］796 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归根结底

就是脱离了实际或者没有全面把握实际的情况。因

为“实际”是客体自身的特性、本质和规律，而人类

的实践活动虽然能够改造客观世界，却不能消灭客

体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人们必须从客体的本

性、本质和规律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而发现和利用客

体的规律性。这就要求人们全面、深刻地把握实际

情况，把握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是“实事求是”的

根本出发点和方法。
其次，对于客观的实际，我们要避免仅仅从客体

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将其当做人的感性

活动、实践去理解。人们对世界的物质性改造实践

总是以人们对世界的观念性认识的改造为前提的，

因此，认识不是与实践无关的简单、直观的反映活

动，而是受实践规定的能动反映。此外，实践不是盲

目的活动，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

性相统一的活动。所以，对于事物的本质、特性和规

律，我们要纳入实践的范围，按照实践的要求来认识

和把握，实现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的统一。
再次，毛泽东强调，“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而是要从事物本身出发寻找真理，因而要对事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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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进行如实描述，要去除各种偏见和成见，就是说，

我们要摆脱一切先入之见。在“求是”的实践过程

中，主体的自身条件，特别是目的、情感、愿望、信仰

等精神条件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实践活动之中，这

时，要避免主观主义错误，就必须将原本已经形成的

各种观点和评价悬置起来，避免做出超越事实本身

的各种判断。这种态度和方法类似于“朝向事物本

身”的现象学口号，即摒除言谈和意见，回到事物本

身，追问其自身给予，清除一切不合理的先入之见，

无论这些固有的观念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还是

当前多数人所认同的; 无论它们是来自宗教信仰还

是哲学理论，都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尚未证明的情

况下，要对这些观念采取“加括号”的方式将其悬置

起来，从而真正从那些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事实

出发，使得每个判断和认识都具有可靠的依据。虽

然现象学的还原最终走向的是先验唯心主义，但是

就“朝向事物本身”来说，我们则可以利用类似这种

“加括号”的方法，摆脱教条的束缚和流行观点的左

右，将未经检验的观点搁置在一旁，避免从主观出

发。
最后，毛泽东指出，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

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

运动结合起来”［7］800 － 801，也就是说，强调“实 事 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

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要对理论加以否定。虽然实

事求是原则的对立面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

当成教条，但是这决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

是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就是实事求是的表

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在研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历史、现实等“实际”的基础之上揭

示出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向导，正是实事求是的表

现，而非所谓简单的“意识形态的考虑”，就如邓小

平所说的，“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

决 不 能 离 开 马 列 主 义、毛 泽 东 思 想 的 基 本 原

理”［8］278 － 279。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所面对

的一切客观事物既包含着类特性，又包含其独有的

特殊性，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有同时反映了其

共性和个性及其相互关联，才能与客观对象相符合。
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理论、学说往往摒弃

了各种事物的个性而抽象出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

律，因此，任何普遍真理都不能代替对具体事物特殊

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事物的完整认识，也不能仅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推导出来。
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丰富的理

论和实践内涵，这一方法要求人们从客观的实际情

况出发，将其当做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同

时还要避免主观倾向的干扰并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

同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成果的精髓，虽然它早已确立并得到认可，但无论

是在我国过去的革命建设实践中，还是今天的社会

生活中，对这一思想路线的误读和偏离仍然时有发

生。一方面，理论研究中，脱离实际、断章取义、主观

主义的倾向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不少

人也越来越倾向于被动接受未经验证的媒体新闻、
网络信息和片面报道，遵循“实事”和探求真“是”的

精神日益缺失使“实事求是”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受

到挑战，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也威胁着“实事”和

“求是”的客观实在性，此外，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对

“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误读都是有害的。因此，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今天仍然需要我们重新

探讨，以得到继续发展。
四、作为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实事求是”
今天，我们重新探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

想，不仅是要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更为紧要的是进一步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

的理解和实践这一思想路线，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理

论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机

统一。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在学

理上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

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一是理论远离实践，与现实

生活世界隔绝，因而面目可憎，得不到劳动大众的认

同和欢迎。二是理论与实践错位，或以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与后现

代理论来规范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结

果要么落后于实践，要么脱离了实践，总之不能满足

实践对理论的需要。
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会如

此突出? 从“实事求是”的原则看，虽然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利益关系。马克思曾经

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

丑。”［9］286在马克思与毛泽东等理论家那里，理论的

科学性与革命性是有机统一的，不存在所谓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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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绝对对立。因为，马克思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科学理

论，其科学性与革命性互为前提。但在今天的中国，

之所以有人将二者对立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

些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方面不具有科学性，不

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对马

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理解和诠释。另一方面，也不具

有革命性。他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不关注社会现实

与大众的解放，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故步自

封，作茧自缚，用追求所谓的学术性话语自绝于火热

的现实生活。更深一层次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主体在利益观上发生了偏差。一些研究者想到

的，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劳动大众

的疾苦和解放，而是个人的私利，或者被资本逻辑束

缚与征服，放弃理想和信念，成为资本的帮凶和同

谋。这表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无批判的宣扬与对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肆意歪曲与否定上。
而走出这种理论困境，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至少

包括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第一，要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将它们

作为一种客观的理论事实，结合具体的历史时代与

过程，具体的理论逻辑语境去解读和把握它们的文

本、理论内容和观点; 第二，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

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规

律; 第三，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际，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与发展过程; 第四，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近代以

来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在这四个层面

中，如果说前面二者是关于理论的，后面两点则直接

关乎实践。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前两者是理论

的实践，后两者则是实践的理论，体现出理论与实践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要突破当前的理论研究瓶颈，就不能回避现实

中客观存在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人为分裂问题，

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

面，要坚持共同利益的优先的原则。当前最重要的

“实事”是什么? 是中国社会的共同利益，即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如何维护中华民族

的共同利益，如何协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与人类

的整体利益，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本身就是坚持“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必然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

从不否定个人的正当利益，但主张在个人利益与社

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为先。即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将个人利益与社会

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人，人的

利益具有社会关系性。如果没有社会和国家利益的

维护，个人利益也就没有保障。当人们的理论研究

和思想都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就不存在思想离

开利益使自己出丑的问题。因为，个人利益统一于

社会与国家利益，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又是与人类共同利益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相联

系的。在科学认识这个“是”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

命与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事理论与实践工作，理

论与实践就能有机统一起来。共同利益是理论的立

场，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

论方针。在思想理论上坚持多元化的方针是理论与

实践统一的路径。这一方针的提出，正是“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在理论上的正确运用。理论的“实事”
丰富多彩，其体现的“是”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尊

重思想与言论自由是对人性与人的价值的肯定。这

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必

须提倡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显

然，实践这一理论方针，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想

说什么就说什么。应当让正能量占主导地位，维护

每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健康发展。
因此，今天，我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同

时，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其如此，才可

能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而这个过程，正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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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Passive Corruption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XU De － gang，LIAO Wen － ji
(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llege of Marxism，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Abstract: Passive corruption，the deeply lurked negative factors in the legal system，which usually harms intangibly． The legal char-
acteristics of passive corruption includes behaving elusiveness，fuzziness boundary，processing indirectness，scoping universality，which
influence radiativity，derivation of consequences etc． The main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twisting of the values of the cadre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the lack of punishing mechanism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strengthening the edu-
cation of positive action of the cadre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emphasizing the transparency and regulatory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in-
tensifying the controlling measures of passive corrupt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Keywords: passive corruption; leg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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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in the Vision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On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ZHAO Shi － fa，SONG Ya － ping
(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Mao Ze － dong’s“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is a concept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It absorbed the excellent Chinese aca-
demic tradition of statecraft an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practice of Marxism． Now it becomes a concept with universal sig-
nificance． The thought of“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requires us to be realistic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laws of things to get the
truth as our guide to action． It is not only a principle of epistemology，but also a kind of practical methodology． To practice this thought
and method，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fact”comprehensively and concretely and understand the“fact”as sensuous human ac-
tivity and practice． In addition，we should try to avoid the interference of subjective tendencies． We should not only take highly of facts，
but also the scientific theory． Nowadays，the problem of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ppears in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circles of Marxism in China，that is，the contradictions of academic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field of theory． To get out of this di-
lemma，we must treat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Mao’s thought realistically，examine the basic facts and develop-
ment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basic rule of modernization，which achieve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 theory; practice; pract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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