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一卷读后感(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卷读后感篇一

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
锐。读完史记，你有写过史记读后感？相信它会给你带来许
多的帮助。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史记第一卷主要内容读
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看完《史记》就仿佛看了一步宏伟的历史巨片，深深的被其
中的人物所吸引了，也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
识，丰富了头脑，不愧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全书共有五十余万
字，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揭示了历史变化的规律。

在本书中。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物，那就是蔺相如。他的机
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深明大义令我折服。

战国时期，和氏璧流落赵国，并归赵王所有。不久，秦王在
给赵王的信中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下，赵
王可犯了难：换吧，怕这秦国耍赖不给城池；要是不换吧，
怕也不成。如果秦国以此事作为把柄与赵国交手，那后者定
不是强秦的对手。于是，赵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缪贤推荐了他的门客蔺相如。蔺
相如到达秦国后，秦王在章台接见了他，可秦王一得到和氏



璧嘴就咧到了耳根，却一点都不记得他的许诺。蔺相如看到
此情此景，计上心来。他谎称玉有瑕疵，于是就拿回了和氏
璧假装要指给秦王看。

谁知，蔺相如一拿回和氏璧就说：“大王根本没有交换的诚
意，所以我要收回这块玉，如过您要硬抢，那我的头和玉就
先撞碎在柱子上！”

秦王担心玉，便把地图上的十五座城池指给蔺相如看。蔺相
如又道：“我们赵王为了表示对玉的诚意，特意斋戒了五日，
那么您也该表示诚意斋戒五日。”秦王答应后，蔺相如就命
人秘密地把玉送走了。

五天后，蔺相如说明玉已回赵国，并对秦王说：“请您派人
向赵王要回和氏璧，赵王定是依您。那您先将城池交出来
吧！”秦国当然不依，只好就罢。

为了表彰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为此，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想：“老夫在战场上出生入
死，才博得此名号。他蔺相如就是个鼠辈，仅凭他那三寸不
烂之舌，能赢得了我吗”这件事传进了蔺相如耳里，不知为
何，他听后总是避着廉颇。廉颇得意极了。可之后，他又得
知蔺相如不是怕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互相矛盾。秦国对赵
国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有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要是互
相矛盾，那么秦国就能趁虚而入，赵国也就不保了。廉颇为
了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就赤着上身，绑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
谁知，蔺相如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和他成为了知心朋友。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都是关于蔺相的故事，在《史
记》中还有很多与他一样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古人
云：“以人为鉴，能够明得失；以古为鉴，能够知兴替。”
我喜欢这本《史记》，更喜欢学习书里面的故事。

《史记》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自中



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
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
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中国第一
部，也是最为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思想深邃、气势开阔、笔力雄放，对后世史学和文
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通史方法为历
代”正史“开创先河。其丰富的艺术价值被古代的小说、戏
剧、传记、文学、散文所传承并不断发展。从鲁迅”史学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中就可看出它对后世的影响。

读《史记》，使我认识了四面楚歌中，乌江自刎的项羽;生灵
涂炭中，起兵反秦的陈胜吴广;紧急危难中，智勇双全的蔺相
如;流亡在外，却终登皇位的重耳……历史风云，世间百态，
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灵，其中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最为引人
深思。

在历史的长河中，《史记》记载了一些丰富的历史知识，开
阔了我们的眼界，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是我收
获不小呀。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
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秦始皇到唐朝这一段期间，是这本书的重点在这里面我的
印象最深的是：李广为将廉洁，常把自己的赏赐分给部下，
与士兵同吃同饮。他做了四十多年俸禄二千石的官，家里没
有多少多余的财物，始终不谈购置家产的事，深得官兵爱戴。
李广身材高大，臂长如猿，有善射天赋，他的子孙和他人李
广学射箭，但都不及李广。李广不善言辞，与人亦以射箭来
赌酒为乐，一生都以射箭为消遣。李广爱兵如子，凡事能身
先士卒。行军遇到缺水断食之时，见水，见食，士兵不全喝



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他不尝饭食。对士兵宽缓
不苛，这就使得士兵甘愿为他出死力。李广射杀敌人时，要
求自己箭无虚发，所以非在数十步之内不射，常常是箭一离
弦，敌人应声而亡。也由此多次被敌人围追，射猛兽时也由
于距离太近而几次受伤，但李广从不畏惧。

这么一位可敬的大将，在最后还是自尽了，哎，这是可惜中
的可惜.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
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
你进入他们的世界。《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
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
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历史中的宝书，可贵的史书。

中国历史上每个有责任感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
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全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
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立志要编写一
部史书，临死前嘱托司马迁帮他继续完成史书，然而，司马
迁因替一位将军辩护而遭受酷刑，他风次想血贱墙头，但想到
《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一部鸿篇
巨著《史记》诞生了。

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展示了一部
辉煌的中国通史的画卷，两千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
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挽力和不朽的地位。

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



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真实的
意境中，轻松幽黑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
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事件的背景特色，各个地方的风土
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绘声绘色，有《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
旅行，领图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记怀的
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生动形象的历史人
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副食你
进入他们的世界。

司马迁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他想：“人总
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他尽力克制自
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理在心底，重在摊开光洁平滑
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
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
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丰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
毕业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第一卷读后感篇二

读友们很多评论道黑格尔机械，过于自洽等等，其实是很对
的，但是黑格尔的机械并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后面关于艺
术家的章节黑格尔说的很明确也在一直重复的，“灌注生
气”、“轻巧灵活”。如果没有感性材料，那么黑格尔就是
一直在纸上谈兵，并且他强调过：艺术家要将得到灵感的真
实内容完全揭示出来。

那么黑格尔必定要举一些真正的触动到他思考的东西而不是
单单是用已创作完成的戏曲来作为印证，在这一点上我们可
以看到，黑格尔总是在用结果来研究答案，他总是带着答案
去看问题，这样当然能成立一个圆融的体系，并且会得到一
些较普遍的答案，可是如果真的要研究美学，就不能仅仅去
站在整体以外去做一些不费力气的探索，他应该离的近一点，
让读者看得更鲜活一点，艺术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什么是艺



术创作中的自由，这些黑格尔都是一笔带过，当然他可以说
为了在整体上把握就必须剔除繁琐的东西，但是如何剔除繁
琐?在哪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繁琐?为什么不讲一讲?如何评判繁
琐?你不能只讲只研究已经创造的很完美的作品啊，你得讲讲
伟大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不能只讲伟大作品是哪样的。

黑格尔不会讲的，因为有一定艺术素养的人都知道，评判繁
琐与否是靠“直观感受”的，但是人的直观感受如此难以被
抓住，且不符合黑格尔的理念观，所以他更多地在讲，“用
感性材料表达理念”这类抽象的、有点“纸上谈兵”的定义。

黑格尔始终是在以他所谓的“作风”在谈美学，这就过
于“一招鲜吃遍天”了，正反合，他始终没突破自己的“作
风”问题。

后面关于情境，情致，性格，动作的描述还是可以理解的，
黑格尔探究的很多东西还是很本质的。再，关于艺术家的探
究挺有见解的，慢慢领悟吧。

第一卷读后感篇三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读后感最近我拜读了著名无产阶级
领袖马克思的作品资本论，虽然只是看了第一章的一些皮毛，
更没有深刻的思想去联系社会经济。但是相对于高中里政治
课上枯燥地死记硬背来说，现在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对于商品和劳动的看法，马克思在第一章就是一商品
和货币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读完第一章之后，我概念中
的“商品”不再是印象中摆放在商店橱柜中或网上放着照片
让人挑选里的物品，它甚至可以是服务员的端茶倒水，可以
是一个首席理发师三个小时的精剪，甚至可以是流通中的货
币。因为商品的概念不仅仅是其本身有价值，而是他可以通
过交换而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因此我们
评判商品的时候并不是看它是不是实物，而是看他是否具有



价值并且通过交换而具有了使用价值。比如一顿美味的晚餐
比一顿原材料相同但平淡无味的晚餐，就多了一种看不见、
摸不着但感觉得到的东西。因此，服务是具有使用价值的。
但是同时也不能只是单纯为别人，就像封建社会中农民给地
主交租的粮食，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而
在这里就是一个第一章非常关键的概念“二重性”的引
入——在整个第一章的概念中，“二重性”无疑是一个相当
重要的铺垫概念——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人类的抽象劳
动和具体劳动。

说到商品不得不提到劳动。第一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
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那商品就只剩下一种属性，即劳动
产品这个属性。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
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是凝结在
商品中的唯一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只有劳动才
能产生更多的生产资料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劳动又分为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比如在一个公司中，上层管理人员并
不会在工厂的流水线前进行操作，他们要做的是安排和管理，
及脑力劳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而公司的员工则
要通过体力劳动而产生价值，这就是具体劳动。如果这样说
的话那“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凝结在商
品中的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是为什么社会中上层和底
层的差距这么大呢，体力劳动者通常要比脑力劳动者付出多
得多的劳动，所谓的“剥削”——一些上层的资本占有者往
往根据自身的需要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定义不同的价格。他们
通常把自己的抽象劳动的价值定义地高得多，而在物质的交
流过程中，总会有人的劳动被低估，比如一些底层的体力劳
动者——他本身绝对不会是资本的占有者，也不会是社会的
强势群体。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之处的真相，而马
克思的最终理想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而摆脱这种不公平现象，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皮毛看法，
而且建设大同社会任重而道远，需要长期努力。

其次，通过对第一章的理解，我对货币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



的改观，知道了货币不再是单纯的金银或是我们所用的纸币，
货币是一种具有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的衡量工具。
小时候家里穷，总想着国家每个月的工资为什么不多发点，
现在想来十分汗颜。货币发行量是一门大学问，货币多了也
会导致通货膨胀购买力下降，想当年民国时期爆发过通货膨
胀的灾难，上街买菜都要扛着一包包的金圆纸币，而人人的
富裕程度确是低的出奇，一个国家如果不顾自身的国庆和购
买力胡乱发行货币将会影响到每一个国民的生活，这种影响
比硝烟弥漫，血肉模糊的战场更恐怖。

除了这些书中马克思的观点以外，我对他研究哲学的论证方
法也非常赞赏。马克思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不仅仅是用例
证来举例论证，而且使用了辩证否定的哲学观。马克思非常
重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而这一章，商品的二因素，
劳动的二重性，尤其是价值形式这一部分，比较抽象，又不
易理解。恩格斯曾致信马克思说，“谁能辩证思维，谁就能
理解它。

在对于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矛盾的两个方面。马克
思指出，“相对价值形式和

等价形式是统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割
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
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
同的商品上。”统一价值表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一
方面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割，这方面是矛盾规律
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是同一价值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也
就是对立性。同一和对立，构成矛盾规律的两个方面。举例
来说，在讲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时，马克思
提出一个论题：“一只羊和十只羊的价值量一样”这个完全
无法证明的论题，但是这个论题又是从他的理论上提出的，
在读者无法理解的时候马克思又在书中强调了“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和“分配在一只羊和十只羊上的时间不同”，这
是一种先立后破，破而后立的论证方法，充分展示出了这位



伟大的哲学家的矛盾观。中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非常看
重这本资本论，曾经四次通读三大卷仅对其进行批注，而毛
主席所作《矛盾论》，正是根据书中的辩证否定的唯物主义
哲学观为理论基础，论述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他也正是根据
这样的科学方法为中国革命制定路线和政策，指导中国革命
从胜利走向胜利。

读了《资本论》第一章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有
了一定的了解，并对其辩证否定的哲学思想也有了一定的感
悟，但是这些还只是面上的，其深刻指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
完全读懂，今后的学习道路是非常漫长的，但是我相信有了
这样一个好的开端，我一定能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取得更
大的收获。

第一卷读后感篇四

知道这部大作其实是在08年，也就是12年前，但因为种种原
因一直没看。去年底电视剧出来引发热评，我也就顺理成章
地开始阅读了。想不到这一读就是整整一年。

300+万字的书是精彩至极滴，有人也许一气呵成就看完了。
但我就是这样的，连读几天歇一歇，一歇就是小半个月，所
以嘛，拖拖拉拉就是一年。范闲我是谈不上多喜欢的，性格
狠了点。最喜欢的是五竹叔，忠、真、酷、强。

四顾剑也挺好，有思想、有谋略、有血有肉。电视剧里的王
启年很招人喜欢，不过书中刻画得并不深刻。女生嘛，豆豆、
朵朵、若若、理理都挺喜欢的，唯独觉得正房很一般，感觉
没啥性格。最扣人心弦的片段当然是大东山之战了，隐藏在
最后的皇帝完全掌控了局面。

范闲与皇帝的第一次父子之战也很精彩，特别是埋伏的十三
郎、朵朵和若若，他们的出手扭转了整个局面。五竹叔+范
闲pk皇帝的最后一战相对就弱了，特别是终极的面对面之战，



真的就是一道彩虹结束战斗吗？不说了，去找猫腻的其它大
作了。

第一卷读后感篇五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毛选第一卷矛盾论读后感，希望对
大家能有所帮助。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__。按照辩证唯物论的
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
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
性和相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依必须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
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
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
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
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
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
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
的各种不一样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
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
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我的经
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
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这篇论文告诉我们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持续清醒
的认识，这篇论文无论是昨日还是这天，都可作为我们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尙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茖__。按照辩证唯物论的
观点看來，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
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茖侧面各侑其特点，這是矛盾的特殊
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必须的条件侑同一性，因此能
够共居于一茖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相反的方面去，這
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
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都侑
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
为显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
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
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一样的斗争形式的
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們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尙述
這些要点，我們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
不利于我們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侑经
验的同志們整理自我的经验，使之带尙原则性，而避免重复
经验主义的错误。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
的结论。"

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這篇论文告诉我們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持续清醒
的认识，這篇论文无论是昨日还是这天，都可作为我們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
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
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
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
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
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
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
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
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
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
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
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
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
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
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这篇论文告诉我们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保持清醒
的认识，这篇论文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可作为我们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我在写这篇读后感前，仔细地读了《矛盾论》几次，虽然对
其中的理论只能理解部分，但是依然觉得毛泽东的这片文章
的深深的哲理性，还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革命状况下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读来，也能透过深入浅出的文字悟懂
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基本线索，系统地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本质特征和重要意义，坚持
和发展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阐述这以下四个基本问题：(1)实
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2)认识的辩证
过程，即从实践认识的过程，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3)批判
“唯理论”和“经验论”。(4)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
系。

文章提到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而且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以下
就对这两点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古语有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悠”，“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
然界有矛盾，人类社会更有矛盾。人不可能脱离矛盾而生存，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人必须生活在矛盾当中。也就是所矛盾
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
事物过程的始终，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文章中说“生
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
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到来”，
这观点很正确，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矛盾结束了，另外的矛
盾又产生了，因为同化、异化的矛盾运动停止了，仍然存在
着物理的、化学的矛盾运动。所以，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由矛盾个体组成的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存在矛盾。

基于矛盾的普遍性，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对待矛盾的普遍性，
从而使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少碰钉子。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尙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茖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
论的观点看來，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



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
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茖侧面各侑其特点，這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侑同一性，因
此能够共居于一茖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相反的方面去，
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
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都侑
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
为显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
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
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
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們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尙述這
些要点，我們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
利于我們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侑经验
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尙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
验主义的错误。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
结论。"

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這篇论文告诉我們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保持清醒
的认识，這篇论文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可作为我們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毛泽东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
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事物的矛盾法则，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正因
为毛老对唯物辩证法理解的如此深刻，才能够说出这样本质
的道理，才能够在唯物辩证法引导下，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开辟新中国。以下浅要谈谈我读《矛盾论》的感想，
主要结合我的大学生活展开。

在书中，毛老主要运用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总结我党在领导
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主要从两种宇宙观、矛盾普遍



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
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阐述了哲学中既
对立又统一的规律，指出并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
质和核心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分析事物，认识事物有很大的
作用性。

文章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还
是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步入大学的我们，心中怀抱大大的
理想，内心充满激情，棱角分明。所以也恰恰意味着我们生
活中所面对的矛盾更是复杂，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会正确的运用矛盾分析法去
对待所遇到的问题，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当
我们在理想和现实、个人情感与理智、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矛
盾时，就应该学会运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分析法去对待和
处理好这些矛盾。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理想是根植于现实之中，但同时又
需要我们用理想现实来指引和推动我们的社会活动。我们要
懂得趋利避害，做自己，在矛盾的普遍性中，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价值。

一概念构成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出发点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便是关于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因而又称之
为矛盾规律。在当今矛盾论的解释体系中，存在着对矛盾概
念的进一步分析。这就是，一方面它从外延上区分出主要矛
盾和非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它又根据同一矛盾的对立双方
在矛盾中的不同地位而区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看问
题既要全面，又要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
面和次要方面。分清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对于我们认清形势，
正确估计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矛盾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时时可以见到，处处可以



用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矛
盾和次要矛盾的辨证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
系原理等，对于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与启发。矛盾存
在于一切事物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
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它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不以人的
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有许多人回避矛
盾，否认矛盾，找不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这
其中也包括我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人们对陶渊明“世外桃
源”的向往，都在期望发现或建设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理
想世界”。其实，这样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古往今来，
人们所处的`世界都是充满矛盾的世界。我渐渐意识到没有矛
盾就没有世界。因而我们应该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性，不能
回避矛盾，否认矛盾。

毛泽东的矛盾论给予我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有了正确的理
论指导，让我从中受益匪浅。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要活用矛盾
论中所学的知识，让它为我的生活增添光彩，为我的日常生
活提供好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