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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知 

 

1. 本试卷满分 100 分。 

2. 请考生务必将本人准考证号最后两位数字填写在本页右上角方框内。 

3. 考生一律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按规定要求作答，未做在指定位置上    

的答案一律无效。 

4. 监考员收卷时，考生须配合监考员验收，并请监考员在准考证上签字（作为考生交卷的凭

据）。否则，若发生答卷遗失，责任由考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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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社会形态 

2．明于天人之分 

3．道统 

4．道德行为 

5．必然规律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1．简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及其相互关系。 

2．简述老子的“无为”学说。 

3．简述柏拉图关于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学说。 

4．简要说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5．简述哲学思辨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 

 

三、论述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试述辩证的否定观，并用这一观点说明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2．试论洛克关于两种性质的观念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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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哲学试题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是指同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2 分）

社会形态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形态由低到高不断发展。（1 分）按照生产关系的性

质，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会五种社会形态。（1 分） 

2．明于天人之分 

“明于天人之分”是荀子天人观最重要的观点。它不是一般地断定天人的分离，而是

重在阐明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分和规律，不能互相代替。（2 分） 

注重天人之分不等于主张天人完全对立。人本是天演而成的，是自然的一部分。“明于

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是辩证统一的关系。（2 分） 

3．道统 

儒家“道统”说最初产生于唐代韩愈。韩愈为对抗佛教的“法统”，构造了一个自尧舜

开始的儒家道统以与之抗衡。儒家道统论的核心在韩愈是仁义，并提出“仁与义为定名，

道与德为虚位”的著名观点。（2 分） 

韩愈的道统说在宋以后为理学家们所继承并成为宋明理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理

学家却完全撇开了韩愈而“专以心性为宗主”，并将他们自己放在了孔孟道统的当然继承人

的位置上。（2 分） 

4．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是人的行为的一种，与非道德行为相区别。（1 分） 

道德行为是基于自觉意识而做出的行为。（1 分） 

道德行为是自愿、自择的行为。（1 分） 

道德行为不是孤立的个人意志的表现，而是与他人一直有着联系的行为。（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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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必然规律 

必然规律在逻辑形式上，由“全称条件陈述”予以表达。对于所有的 x，如果 x 具有

性质 P，则 x 也具有性质 Q。符号表示则为： 

（x）（Px→Qx）   （2 分） 

一个全称陈述能否作为规律，首先要由相应的单称陈述来验证，其次，还依赖于背景

知识，依赖于当时所接受的理论。（2 分） 

二、简述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1．简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及其相互关系。（10 分） 

（1）真理原则是指人们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追求和服从真

理；价值原则是指人们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

人的生存和发展。（4 分） 

（2）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价值原则脱离了真理原则就会

失去正确的方向，真理原则脱离了价值原则便会失去意义。没有真理原则的指

导，价值原则就不能成功地贯彻下去；没有价值原则的推动，真理原则也很难

得到坚持和发展。（4 分） 

（3）真理和价值都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追

求真理和创造价值的相互作用又推动着实践的发展（2 分） 

2．简述老子的“无为”学说。 

老子与儒家等学派倡导积极入世的“有为”主张相反，主张消极遁世的“无为”。无为

是道家学派的基本观点之一。（2 分） 

老子所以主张无为，是认为“有为”不但违背天道的本性，而且根本不足以治理国家；

正是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和礼义法令的滋彰，造成了人民的苦难和反抗。（4 分） 

无为目的在无不为。只要统治者自身做出表率，实施无为，人民便会自然随其引导而

走向纯朴，从而坐享天下大治。（2 分） 

老子“无为”的社会主张，最终目的是促成“小国寡民”的上古理想社会的实现。

（2 分） 

3．简述柏拉图关于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学说。 

（1）柏拉图认为在现象之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在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

相对的和暂时的事物世界之外，一定存在着另一个稳定的、绝对的和永恒的世

界作为它们的根据，这就是理念世界。（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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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事物的世界是可感的对象，理念世界则是可知的对象。

（4 分） 

（3）他曾经通过一系列的比喻来论证两个世界的学说，如日喻、线喻和洞喻。（2

分） 

4．简要说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的行为起调节作用的人类社会生活规范。（2 分） 

但道德与法律在它们的作用的形成与所使用的手段方面存在区别。（2 分） 

在作用的形成方面，道德的规范作用是人们通过社会生活逐步养成的，法律则需要通

过设置专门执行机构形成规范作用。（2 分） 

在使用的手段方面，道德靠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起作用，法律靠专门机构的强制力量

发挥作用。（2 分） 

一般而言，道德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维持着社会生活的运行和统治阶级的

利益。（2 分） 

5．简述哲学思辨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 

思辨性是哲学方法的关键。思辨性带来了歧义性和难以检验性，也带来了与实证方法

不同的功能。（2 分） 

之所以在对世界的认识中需要运用思辨方法，首先是因为思辨方法对科学思想的发展

具有开拓作用。如果没有超验的思辨性观念，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在探求知

识的道路上，形而上学是一支先遣队。（3 分） 

其次，科学理论中常常包含着一些无法用经验直接说明、也无法从理论本身推导出来

的基本假设，在该理论范围内，这些基本假设是超验的、思辨的。（3 分）科学理论中某些

超验的思辨性基本假设的存在，又保证了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为理论体系的完善或新理论

体系的建立留有“潜在”的可能性。（2 分） 

 

三、论述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试述辩证的否定观，并用这一观点说明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第一、事物的发展是通过辩证的否定来实现的。辩证的否定具有以下特点： 

（1）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即是事物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强加

的。（3 分） 

（2）否定是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一方面，否定是新事物克服旧事物，是旧质

向新质的飞跃；另一方面，在否定过程中，新事物保留和继承了旧事物中的积

极因素。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克服又保留。（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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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辩证的否定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否定，反对把肯定和否定绝对对立起来，要么肯

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同时反对把否定看作是外力推动的结果。（3 分） 

第二、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

地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复古

主义。（3 分）对待外来文化，要采取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的

态度，既要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优秀成果，又要批判和抵制腐朽、没落的

东西；既要反对盲目排外、简单拒斥，又要避免食洋不化、全盘西化。（3 分） 

2．试论洛克关于两种性质的观念的学说。 

第一、物体的性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1）第一性的质是物体所固有的基本性质或“原始性质”，包括物体各部分的大小、

形状、数目、位置、运动和静止。（3 分） 

（2）第二性的质是物体中的一种“能力”，它可以借物体各部分的大小、形状、组织

和运动等，在我们心中产生色、声、味等感觉。第二性的质依赖于第一性的质

的变化。（3 分） 

第二、与物体的两种性质相对应，在我们的心中存在两种性质的观念：第一性的质的

观念和第二性的质的观念。 

（1）第一性的质的观念是对物体性质的真实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原型”和“蓝

本”的关系。（3 分） 

（2）第二性的质的观念是心灵对物体性质的主观反映，由物体中的运动刺激感官而

产生，但是在物体中不存在它们的“原型”。（3 分） 

第三、洛克关于两种性质的观念的学说代表了当时机械论物质观的典型立场。（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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