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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辩证矛盾观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而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辩证矛盾观的解

读和运用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辩证矛盾观的传统解读曾经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后 ,对辩证矛盾观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 ,引起

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谐社会观的确立 ,标志着辩证矛盾观尤其是矛盾同一性理论

的系统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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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 ,对辩证矛盾观的解读和运用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理论上长期存在

的一种倾向是把矛盾的构成要素两极化 、把矛盾对立的属性和作用绝对化 ,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

了许多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科学禁区的突破 ,学术界本着“返本归真”的精神对

辩证矛盾观给予正确解读 ,从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和谐社会观基于矛盾诸要

素及其关系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 ,突出地强调了矛盾同一性的意

义 ,不仅在实践上凸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 ,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校正了辩证矛盾观解读上

的形而上学倾向 ,从而全面地推进了对辩证矛盾观本质内涵的深刻理解。

一 、辩证矛盾观的传统解读及其负面影响

辩证矛盾观的传统解读 ,是以两极“二分法”和单一指向性的思维方式为据 ,它把矛盾看成两极的对

立 ,并把矛盾中的斗争属性及其对抗形式绝对化 ,结果把事物发展动力的矛盾片面归结为斗争及其对抗

形式 。无疑 ,这种解读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 ,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产生过严重的

负面影响 。

首先 ,传统解读导致了矛盾斗争属性和作用的绝对化。在近代西方文化中 ,辩证法是作为解决认知

领域主客二分的矛盾而产生的 ,旨在引导主体通过自己的能动活动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 ,并表征着主体

通过冲突和斗争征服和占有自然的创造精神 。黑格尔把事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 ,

把矛盾看成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使对立斗争的矛盾成为辩证思维的主旋律。不独黑格尔 ,马克思

也曾根据资本主义早期血与火的历史 ,断定人类文明史就是矛盾和对抗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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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一个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 ,一个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他们都突出强调对立和斗争在辩证法中的特殊地位。因此 ,人们也就用斗

争的观点解读辩证矛盾观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对立和斗争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于是 ,在矛

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中 ,斗争属性被绝对化 ,即斗争性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 ,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

础;而同一性则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 ,由斗争性所规定。在矛盾的作用上 ,斗争性被绝对化为事物发展的

惟一源泉和动力 ,似乎同一性只是为矛盾的斗争提供场所而已。其实 ,黑格尔突出强调矛盾的对立 、斗

争属性有其历史的原因 ,其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实际 。至于马克思 ,则并

没有把唯物辩证法归结为矛盾的对立和斗争 ,而是把对立和对抗限定在人类社会的一定时期。马克思

指出:“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

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 1]
(第 33 页)。按照马克思的见解 ,矛盾 、对立和对抗 ,只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

发展状态 ,未来社会的发展不再采取对立 、对抗的方式 。可见 ,当人们用斗争 、对抗的观点解读辩证矛盾

观时 ,实质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本义 。

其次 ,传统解读导致了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传统解读模式不仅导致了理论上把矛盾的斗

争属性和作用绝对化 ,而且在实践上导致了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 ,马克

思主义哲学被视为“斗争哲学” ,辩证矛盾观更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 。如果说在特定的年代这种

对于辩证矛盾观的解读还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 ,那么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它就往往产生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理当适时转变思维方式 ,集中力量搞建设 ,更多地注重矛盾属性中同一性的意义。

但是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延续对抗思维方式 ,甚至把它绝对化 ,所谓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对抗思维方式的突出体现。对辩证矛盾观的传统解读 ,导致了把马克思关

于阶级社会发展状态的阐述误解为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 ,也导致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休止的

政治运动 ,乃至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给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结束“文化大革

命”后 ,政治上适时地纠正了“左”倾错误 ,但由于理论上对辩证矛盾观的解读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变革 ,所

以 ,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 ,也曾冒出过“左”的东西 ,如“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认为和

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
[ 2]
(第 375 页)。因而 ,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一度发生的以反

“和平演变”为工作中心的现象 ,就是对辩证矛盾观的传统解读在实践中的反映 。

最后 ,传统解读导致了社会文明结构划分的两极化 。凡事“一分为二” ,是对辩证矛盾观传统解读的

一个特点 。按照传统解读模式 ,只要是矛盾 ,就必然是对立的两极 ,其构成要素只能是相互对立的两个

方面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 ,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既有现实针对性 ,也是社会主义理

论上的一大创新 。然而 ,有不少人对这一提法却以“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解读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

社会是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的整合 ,社会结构具有层次性 ,既有基本的方面 ,也有非基本的方面 。作为总

体性概念的社会 ,主要涉及的是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基本构件 ,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相对而

言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等 ,虽然是狭义的社会领域 ,但又是构成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按照两极思维

的传统模式解读社会主义社会结构 ,使一些社会问题尽管十分突出 ,既得不到解决 ,而且长期存在 。至

于从矛盾要素构成的准确把握中引申出和谐社会的思维方式 ,就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发展则是社会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辩证矛盾观的传统解读 ,严重

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然要求从理论上彻底走出对辩证矛盾观传统

解读的误区。

二 、辩证矛盾观的正本清源及其积极意义

马克思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 ,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

·595·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0 卷　

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 3]
(第 73 页)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理论禁区的突破 ,人们对辩证矛盾观的研

究取得了许多新的共识 ,逐渐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正确解读 ,从而既是为在实践上解决长

期存在问题的思想先导 ,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前提 。

按照唯物辩证法 ,矛盾并非两极要素的对立 ,而是多种要素的组合。列宁指出:“事物(现象等等)是

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 4](第 411 页), 应该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 [ 4](第 557 页)。矛盾的

构成要素是不确定的 。研究矛盾的构成要素 ,既要着眼于静态的 、剖面的分析 ,又要着眼于动态的 、过程

的考察。前者在于揭示矛盾是多种要素的“总和” ,而不是两个对立方面的共居;后者在于把握矛盾发展

过程的各个环节 ,而不只是过程中的起始阶段 。因此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方面中的“两”和一分为二中的

“二” ,并不具有确定意义的数量关系 ,而只是表明统一物的分解意义和结构性特征。如果以数量关系解

读矛盾概念中的“两”或“二” ,无疑是把生动鲜活的辩证矛盾简单化和绝对化。从逻辑上看 ,概念之间的

矛盾关系是相互否定的关系 ,它反映的是由两极对立的要素构成的统一体 ,而反映出的关系则是至少三

个要素的并存关系 ,它反映的是多种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辩证法的矛盾概念不同于逻辑上概念之间的

矛盾关系 ,作为对整体世界普遍概括的范畴 ,它绝不限于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 ,或者说 ,两极对立的关系

只是辩证矛盾范畴所反映的一种形式 ,而不是唯一的形式。辩证矛盾的统一体 ,不能归结为两极对立。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要素构

成的统一整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包括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社会的全面进

步 ,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对辩证矛盾构成要素的正确认识和富于创意的运用。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 ,矛盾 、斗争具有普遍意义 ,但两极对立不能绝对化 。这不仅因为两极对立以相

互依存为条件 ,而且往往以相互转化为归宿。正如恩格斯所说:“所有的两极对立 ,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

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 ,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之中 ,反过来说 ,它们的联结 ,只

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 ,它们的相互依存 ,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 5]
(第 349 页)。矛盾 、斗争并不等

于对抗 ,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 ,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6](第 334 页)。“矛盾和斗争是普遍

的 、绝对的 ,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即斗争的形式 ,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 6](第 335 页)。世界是既

相矛盾又相统一的 ,我们不能把矛盾(对立)归结为斗争 ,更不能把斗争归结为对抗 。斗争是绝对的 ,而

斗争形式是相对的。斗争形式的相对性 ,取决于事物的性质和事物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无疑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 。与其他社会形态的社会矛盾根本不同的是 ,社会主义社

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的发展是基本适应的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环节与方面。面对大量存在的各类矛盾 ,当然要通过

斗争来解决。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上述矛盾的非对抗性 ,我们不是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 ,而是通过改革来

解决 。改革是“一场革命” ,这就是斗争性;改革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又是斗争形式

的特殊性 。从国际形势看 ,冷战结束以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

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 ,使国家与国家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大 ,出现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

相互依存的局面 。一方面 ,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矛盾和斗争 ,另一方面 ,中国

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上又存在互补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扩大对外开放 ,利用

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发展自己。

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发展并非只是斗争的结果 ,而是斗争性和同一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此 ,列

宁曾说过两个方面的意思:“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 , “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 4](第 557 页)。毛泽东也

说过:“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 ,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 6]
(第 333

页)。深刻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必须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

展 ,片面夸大斗争性而否定同一性的作用 ,或片面夸大同一性而否定斗争性的作用 ,都是违反辩证法的。

深刻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不仅应该重视同一性和斗争的共同作用 ,而且应该重视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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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斗争性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作用 ,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的特殊作用 。列宁曾经就如何正确认识

同一性的作用提出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思想 ,他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 ,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

够同一 ,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 ———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 、是相互转化 , ———为什么人的头脑

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作僵死的 、凝固的东西 ,而应该当作活生生的 、有条件的 、活动的 、互相转化的东

西”
[ 7]
(第 111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 ,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

矛盾 ,因而同一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比起斗争性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既要正视矛盾 、不回避矛

盾 ,又要善于缓和矛盾 、化解矛盾。为了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就要善于运用同一性的理论指导处

理各种社会矛盾 、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

出 ,表明十六大以来 ,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 ,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 ,作了一系列决策部署 ,推动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大发展 。

三 、和谐社会观的确立及其对辩证矛盾观的理论创新

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因

此说 ,辩证矛盾观的解读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和谐社会观的形成标志着辩证矛盾

观的解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和谐社会观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而且凸显思维方式和行动方

略的辩证性特征 。它以兼顾众异 、包容多样 、协调发展为旨趣 ,以矛盾诸方面之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中达成统一为价值取向 ,从多方面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理论。

(一)矛盾结构理论的创新

和谐社会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胡锦涛指

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

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这表明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

局 ,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

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8](第 1 版)。就广义的社会而言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的过程中进行的 ,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必然以和谐为价值取向。

物质文明建设需要产业 、企业 、体制等方面的和谐 ,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政治制度 、政治组织 、政治决策等

方面的和谐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思想观念 、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在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 、共同富裕 ,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狭义的社会看 ,作为社会非基本构件的阶层结构 、城乡结构 、区域结构 、人口结

构 、就业结构 、社会组织结构等 ,不仅在狭义的社会中互成系统 ,而且共同与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等宏观

结构构成社会矛盾的巨系统。我国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不仅经济 、政治 、文化要协调发

展 ,而且具体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管理问题也要切实解决 。“四位一体”的发展观念 ,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

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矛盾统一体中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 ,既突破了只是从宏

观结构即经济 、政治 、文化三个方面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 ,也突破了用“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

解读社会文明结构的历史局限 。无疑 ,这是对于辩证矛盾结构富于创意的表达 ,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矛

盾结构理论。

(二)矛盾性质理论的创新

在社会领域 ,矛盾的性质与人们的利益关系相联系;利益关系不同 ,社会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 。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一般情况下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 ,但在某些具体的利益关系中 ,如

果处理失当 ,或者失去警觉 ,麻痹大意 ,也可能会产生暂时的 、局部的对抗 。为此 ,我们必须首先正确认

·597·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0 卷　

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的总体性质 。从矛盾同一性的角度来说 ,这里的关键是:“妥善协调各

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 、开展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 、最关心 、最直

接的利益 ,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 9]
(第 1 版)。社会主义和谐观关于妥善协调社会各

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规定 ,不

仅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指导 ,而且是对唯物辩证法矛盾性质理论的创新 。

(三)矛盾共居理论的创新

和谐是矛盾双方或多方共居的一种状态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

统 ,其运行和发展必须以达成和谐为取向。这就要求构成社会矛盾的不同方面在社会这个庞大的统一

体内 ,相互包容 、协调运作 、良性转化。从矛盾共居状态来说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

会 ,也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 。在这里 ,一方面 ,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 、创造活动 、创造才能

和创造成果都能以肯定的形态而存在;另一方面 ,社会组织 、社会管理 、社会秩序都在规范中形成有序状

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矛盾关系的各方 ,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调。作为系统的对立方面 ,因为竞

争而打破旧的和谐和平衡 ,并构成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又因为协调而达成系统诸方面的和

谐 ,进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不过 ,和谐并非事物发展的终极状态 ,更不是事物存在的唯一状态 ,而只

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和谐也并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 ,而是矛盾在共同体中处于化解的

过程中 ,同时矛盾诸方面的差异被包容在共同体中 。正因如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要明确“充满

活力” 、“安定有序”的价值目标 ,求同存异 ,包容多样 ,通过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使每个社会成员的

积极性 、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和切实保证 ,放手让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创造源泉充分涌

流 ,创造成果不断产生 ,进而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并和谐发展。显然 ,和谐社会观关于“充满活力” 、“安

定有序”等的科学规定 ,推进了唯物辩证法矛盾共居的理论 。

(四)解决矛盾方式理论的创新

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 ,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就是不

断消除不和谐因素 、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

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

正视矛盾 ,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 ,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 ,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

发展起来 、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 8](第 1 版)。和谐也是处理矛盾的一种思维方式 ,它以承

认差异为前提 ,以化解差异 、达成和谐为归宿 。我国改革的深化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不同的个

体和群体在享受改革成果方面必然有所不同 ,不同利益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 。问题是怎样对待和处理

这些矛盾 ?是用对立 、斗争甚至于对抗的方式来处理 ,还是用平衡和协调的办法来处理? 和谐社会观一

方面承认社会成员因各自的先天条件 、实践经验 、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准等方面的不同 ,以及由此带

来的社会利益差异;另一方面 ,赋予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参与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等活动的平等权利和机

会 ,高度关注社会公平 ,特别是经济收入的分配公平 ,切实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

的问题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 ,我们再也不能用观察阶级社会那样

的对立 、斗争和矛盾冲突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 ,而只能以积极的态度 、宽容的心态 ,从矛盾双方的协

调 、统一去认识问题 。和谐社会观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向 ,从协调 、平衡 、共处的同一性视角观察和处理当

今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也为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理

论注入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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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alectical cont radictions concept is the co re conte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 sm and

dialectical cont radict ion to the concept o f China' s sociali st period interpretat ion and applicat ion wi ll

underg o a to rtuous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alectical cont radiction to the concept of the t radi tional

interpretations has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 s socialist cause.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

the concept of dialect ical cont radictions in the theo ry and practice of radical reform to bring orde r out

of chaos caused by the pro foun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The concept of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marks a dialect ical cont radiction to the concept of sy stems theo ry Ident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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