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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真理及其检验标准 1.真理及其客观性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总体上说是为了获得真理以指导实践，取得实践的成功。
真理是客观的，亦称客观真理。
 （1）真理的客观性 ①真理的客观性在于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
它来源于人的主观思想之外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②真理的客观性还在于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社会实践也是客观的。
真理既是客观的，也是一元的，即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下，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
个。
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和一元性，就是在真理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
 ③真理的社会作用也是客观的。
真理性的认识应用于指导实践，只要充分具备它本身需要的条件，就能在实践中取得理想的结果，产
生积极的社会作用。
④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就是在真理问题上坚持唯物论。
真理的客观性表明，真理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阶级利益的制约和影响。
 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和一元性，必须同主观真理论和多元真理论划清界限。
主观真理论和多元真理论的典型代表是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的真理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它是
有价值的，也可以说是有用的，但并非有用的就是真理。
 （2）真理与谬误 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也是真理发展的规律。
真理与谬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符合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的就是谬误。
 第一，谬误及其产生根源。
谬误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歪曲反映。
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谬误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主观方面的原因。
①认识根源。
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它的本质和规律也有一个暴露过程，因此主观的认识不可能
一下子就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对象。
认识本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曲折的过程。
片面地夸大认识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片段，或把认识凝固在某一点上，就会犯直线性、片面性和僵化的
错误。
②社会历史根源。
人们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体历史条件必然制约着人们的实践水平、认识水平
和把握真理的能力。
在阶级社会中，更要受到阶级地位的制约。
③主体自身条件的影响。
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知识水平、实践经验、认识能力等，也影响和制约着对客体的规律性的正确
认识。
认识中产生谬误的根本原因，是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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