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原Day5

事物的普遍联系

事物的变化发展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把握和谐的作用和大力发扬斗争精神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

矛盾的不平衡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矛盾分析法

内涵：事物内部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特点

客观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

普遍性

多样性

条件性

事物内部

事物之间

整个世界

直接和间接

内部和外部

本质和非本质

条件是对事物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

其一：制约或者支持

其二：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其三：改变和创造条件不是任意的，要尊重客观规律

运动变化发展

实质：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新事物不可战胜的原因

整个物质世界处于绝对运动之中

包含变化和发展

变化：事物发生的一切改变

发展：前进的上升的运动

环境

新事物哪里来的

在社会历史领域

方法论

规律是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矛盾即对立统一，要求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实质和核心：是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两大总特征】

贯穿了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规律】

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

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着的对立面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

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相互贯通，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辩证关系

相互联结，相辅相成

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 没有统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通过斗争性体现

同一性是有条件的 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 相对的

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 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

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矛盾时，斗争中把握同一，同一中把握斗争

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表现

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表现

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和发展的前提，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发展为条件

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

同一性规定着事物转化的可能和发展的趋势

造成事物的量变

矛盾双方的斗争是一种矛盾统一体向另一种矛盾统一体过渡的决定性因素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特点：共性、无条件的、绝对的

方法论：承认——分析——敢于揭露——找办法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各个方面+不同的阶段，各有其特点

特点：个性、有条件、相对性

方法论：具体矛盾具体分析

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个性

共性无条件的绝对的，个性是有条件相对的

共性寓于个性之后

主要矛盾是指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

次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起次要作用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方面

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服从地位的矛盾方面

方法论
两点论

重点论

主要内容

普遍性

特殊性

一分为二

两个把握：对立中把握同一，同一中把握对立

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

抓关键看主流

地位：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方法论上的体现，核心地位，根本方法

批判和继承相统一

核心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方法论：强化问题意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认识和化解矛盾

解决矛盾的形式

克服

同归于尽

新形式

融合新事物

事物发展过程中

方法论：斗争性中把握同一性，同一性中把握斗争性

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指导实践，要正确把握和谐

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指导实践，要发扬斗争精神

和谐是特殊的矛盾形式

和谐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绝对同一

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和谐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新时代新征程

伟大斗争

方法论意义：1.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哲学基础

2.中国国产党坚定两个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