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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科学技术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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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关于认识自然 、改

造自然的科学总结。其内容主要包括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科学技术观和方法论三大部分。

毛泽东从这三大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为我们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提供

了思想理论武器 。特别是在依靠科学技术进行经济建设的今天 ,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的自然观

毛泽东的自然观 ,是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认识自然界中的运用和具体体现。他的自然观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关于自然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 。

毛泽东根据自然科学 、特别是高能物理学的研究成果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物质结构 ,提出了物

质无限可分的思想。1955年 1月 ,在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上 ,毛泽东谈到了

原子核内部的结构问题。他说:“质子 、中子 、电子还是可分的 ,一分为二 ,对立统一嘛 !现在实验上虽然

还没有证实 ,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 ,将会证实它们是可分的 。”
[ 1]
(第 26 页)1957年 11月 ,毛泽东又指出:

“在原子里头 ,就充满矛盾统一 。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 。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

立统一 。质子又有质子 、反质子 ,中子又有中子 、反中子 。总之 ,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 2]
(第 498

页)1964年 8月 ,在北戴河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 ,谈到了物质的无

限可分性 。他说:“不但原子可分 ,电子也可分” 。近几十年来 ,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 。有质子 、反质

子 、中子 、反中子 、介子 、反介子 ,这是重的 ,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 ,那早就发现了 。电

子本身现在还没有分裂 ,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 。这是个真理 ,不信 ,就

试试看。如果有竭 ,就没有科学了 。世界是无限的 ,时间 、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 ,宏观 、微观是无限

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 3]
(第 258 页)。后来 ,毛泽东在北京同于光远 、周培源等人再次讨论坂田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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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 ,重申了这一观点 ,他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 ,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

有千千万个恒星 ,它们组成银河系 ,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个银河系 ,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 ,从小

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 ,原子核也可以分 , 电子也可以分 , 而且可以无限的分割下

去。”[ 3](第 259 页)后来 ,毛泽东又多次谈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毛泽东关于物质结构的无限可分的思

想 ,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当代高能物理学的发展看 ,可以说 ,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

分性的问题 ,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预见了 20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毛泽东的

这种具有科学性的预见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 ,受到了科学家的赞成和拥护。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

七届国际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比夸克更深层次的物质粒子命名

为“毛粒子” ,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 。“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联系 ,按照他的哲学思想 ,自然

界有无限的层次 ,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着 ,因此我想取用他的名字” 。

第二 ,关于自然界是不断演化 、发展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 ,自然界和人类是不断发展的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停止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 ,

因为它不符合大约 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 ,也不符合迄今为止各种自然科学史 ,如天体史 、

地球史 、生物史等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确信天体 、地球有自己的起源 、形成 、演化和发展过

程 ,植物 、动物和人类有自己的起源和进化 ,生物从无生物进化而来 ,人类从生物 、动物进化而来 。毛泽

东还揭示了天体 、地球 、动物 、植物和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是通过旧东西的灭亡 、新东西的产生 ,即新陈代

谢 、质量转化来实现的。他指出:“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 ,生物是后来才有的 ,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

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 ,有生长 、繁殖和死亡 。在生命活动过程中 ,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 、互

相转化。”[ 2](第 348 页)毛泽东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宇宙诸事物 ,凡有生必

有死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 、发展和死亡 ,一个种类也有其产生 、发展和死亡。毛泽东认

为 ,不仅地球会灭亡 ,而且人类也会灭亡 ,但会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 ,达到事物发展的更高

阶段 。

第三 ,关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 ,自然界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1956 年 11月 ,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

讲话中说道:“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的辩证法:又动又不动 。净是不动没有 ,净是动也没有 。动是绝对

的 ,静是暂时的 ,有条件的” [ 2](第 313 页)。1958年 10月 ,毛泽东又在《致周世创》的信中谈到:“坐地日行

八万里 , ……是有数据的 。 ……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 ,坐火车 、轮船 、汽车 ,要付代价 ,叫做

旅行 。坐地球 ,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 ,问人这是旅行么 ,答曰不是 ,我一动也没动 。真

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 ,迷信未除 。完全的日常生活 ,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 ,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

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 ,银河 ———河也 ,河则无限 ,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

`巡'在一条河中 ,看则可以无数 。”
[ 4]
(第 549 页)毛泽东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

法形象地说明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 ,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

毛泽东还揭示了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以及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矛盾性 。他在《矛盾论》

中指出:“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 ,机械运动 、发声 、发光 、发热 、电流 、化分 、化合等等都是。”
[ 5]
(第

284 页)毛泽东不仅指出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而且指出了物质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根源于事物内

部矛盾的特殊性 。他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 ,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 。但

是 ,尤其重要的 ,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 ,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 ,就是说 ,注意和其他运动

形式的质的区别 。只有注意了这一点 ,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 ,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

矛盾 。这种特殊的矛盾 ,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 。这就是世界上诸多种事物所以有

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 [ 5](第 283-284 页)毛泽东认为 ,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就无法确

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 ,或特殊的根据 ,也就无

从辨别事物 ,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 ,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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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运动观 ,如果说马克思 、恩格斯主要从自然中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发展史和转化史的角度去考察

物质运动 ,那么 ,毛泽东则主要是从同时并存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差别上去考察物质的运动的。

第四 ,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他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并根据对必

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 [ 6](第 169 页)《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又进一步阐

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

上 ,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 。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 ,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在没有认

识它以前 ,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 。”[ 7](第 833 页)在此 ,毛泽东强调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 ,而且是

根据这种认识去成功地改造世界。毛泽东正是从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出发论证了人与自然界

的关系。他认为 ,人们为着要在自然得到自由 ,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 ,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从自

然界里得到自由 。当人类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 ,并利用反映了这种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理论去指导和

改造自然时 ,行动就有了自由 。毛泽东还坚持了人对自然的认识的长期性 ,他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

的 ,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 、人类社会 、人类本

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的。”[ 8]
(第 472 页)因此 ,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 ,就必须不断

地总结经验 ,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 。

毛泽东还就人对自然的认识的基础做了表述 。他认为:“人的认识 ,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 ,

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 、自然的性质 、自然的规律性 、人和自然的关系” 。“一切这些知识 ,离开生产活动

是不可能得到的 。”[ 5](第 259-260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蕴含了把物质生产活动看做是人与自然界发展联

系的中介 ,是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直接结合的过程 ,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表现 。

二 、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

毛泽东以矛盾法则为指导 ,对自然科学技术作了辩证的历史分析 ,建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技

术观 。

第一 ,毛泽东揭示了自然科学技术的来源和本质。

他指出:“自从有阶级社会存在以来 ,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 ,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 ,一门叫做

阶级斗争的知识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 。”
[ 7]
(第 773 页)作为生产斗争结晶的科

学技术 ,它是世代延续从不中断的 。它在本质上 、在主要内容方面 ,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不仅如此 ,

毛泽东还指出 ,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

不是上层建筑 ,它和艺术等意识形态不同。例如“割阑尾 、吃阿司匹林 ,这些医疗方法 ,就没有什么民族

形式。”
[ 8]
(第 415页)这段话说明了自然科学不同于艺术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般的社会知识形式 ,而是

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 ,即没有阶级性的特殊的社会意识 ,属于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 。

第二 ,毛泽东揭示了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 。

毛泽东分析了自然科学中继承与变革的矛盾 ,论述了自然科学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过程 ,阐明了自然科学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规律。1964年 ,毛泽东在同科学家的一次谈话

中指出 ,世界上的一切在变 ,自然科学也不例外。物理在变 ,牛顿力学也在变 ,世界上从没有牛顿力学到

有牛顿力学 ,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科学的发展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

级 ,经历着渐进过程和革命过程的交互更替。一方面 ,通过继承 ,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知识总量在逐渐

积累 ,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通过创新 ,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形成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把古代科学推进到近

代科学 ,又把近代科学推进到现代科学 。自然科学不仅在继承和变革的矛盾中发展 ,而且是在同谬误的

斗争中发展。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 ,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

正确的东西 ,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 ,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 ,好的东西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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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 ,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 ,达尔文的进化

论 ,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 ,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 2]
(第 388-389 页)“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

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 ,某一种真理被人

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 ,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

发展的规律 ,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规律。”[ 2](第 390页)自然科学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得到不断

发展的。

第三 ,毛泽东制定了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方针 。

他在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时 ,制定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洋为中用”和“百家争鸣”的正确方

针。他指出 ,我国一定要独立地搞技术革命 ,但同时又要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 ,做到“洋为中

用” 。1956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自然科学方面 ,我们比较落后 ,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 ,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 ,我看大部分要照办 ,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 ,还不

懂 ,学习比较有利。但是 ,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 ,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 [ 2](第 286-287 页)1956年毛泽东提

出了促进我国科技发展的“百家争鸣”的方针 , 1957年毛泽东就这一方针做了精辟的论述:“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

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 ,强制推行一种风

格 ,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风格 ,另一种学派 ,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

非问题 ,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 ,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 ,而不应当采取简

单的方法去解决 。” [ 2](第 388 页)“对于科学上 、艺术上的是非 ,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 ,提倡自由讨论 ,不要

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 ,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 2](第 389 页)实践

证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 ,毛泽东分析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

首先 ,毛泽东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

自由的一种武器 ,一种工具。毛泽东并把“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列为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之一 ,把科学实

验与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并列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1973年 ,毛泽东在同

物理学家的一次谈话中 ,再次肯定了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其次 ,毛泽东认为 ,生产力的提高离不开科学技

术。在毛泽东看来 ,发展生产力 ,关键在于科学技术。他认为 ,社会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

利的条件 ,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但是要大大提高生产力 ,必须发

展科学技术。1963年 12月 ,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 10 年科技规划汇报时指出:“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

了 ,就要提高生产力 ,不提高科学技术 ,生产力无法提高。”[ 8]
(第 466 页)因此 ,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

术革命上去。另外 ,毛泽东认为 ,只有大兴科技 ,才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

挨打 ,一是社会制度腐败 ,二是经济 、技术落后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

资本主义各国 ,苏联 ,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我国也要这样 。只有在技术上掀

起一个革命 ,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落后的工具 、农具去工作的情况 ,改变为使用各类

机器甚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 ,才能赶超英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增强国防力量 ,改变贫穷落

后的面貌 。

第五 ,毛泽东重视科技队伍的建设 。

早在 1945年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 ,为

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 、人民的科学家 、工程师 、技师 、医生 、新闻工

作者 、著作家 、文学家 、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 5]
(第 983 页)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 ,科学技术十分重要 ,没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不行的 。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我们

现在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任务 ,即在十几年内造就出大批的红色专家 。1956年 ,毛泽东指示轻工业部:

“要抓好科学研究 ,搞一些技术人员 ,自己干 ,要开几个学院 ,培养技术干部 。” 1957年 7 月 ,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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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再次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 ,

必须有自己的教授 、教员 、科学家 、新闻记者 、文学家 、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 2]
(第 462 页)

同年 10月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

伍 ,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 10年内…… ,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2]
(第 472 页)。为

了加强科技队伍的建设 ,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毛泽东就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待遇 、物质生活等方面

的问题也作出了不少的论述。

三 、毛泽东的科学方法论

第一 ,毛泽东阐述了科研课题的发现和获取科学事实的方法 。

进行科学技术研究 ,是从发现问题 、选择问题和确定研究课题开始的。这是科学技术研究的起点和

首要步骤 。对此 ,毛泽东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说:“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 。” [ 5](第 796 页)这

段话表明 ,发现问题(课题)的过程就是分析矛盾的过程 。在科学技术研究中 ,我们找到了需要解决的问

题 ,也就找到了科研课题 。在确立了科研课题之后 ,通过什么途径去搜集有关的资料 ,获得科学事实 ,毛

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获得科学事实的主要方法。他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然向下作调查 。对于只懂得

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 ,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 ,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 。” [ 5](第 749

页)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是就党的工作 ,就了解社会说的 ,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工作 ,当然也适用于自然科

学。毛泽东还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经验 ,总结出一套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一是“走马观花”做面上的调

查;二是“下马观花”深入实际做典型调查 ,也叫做“解剖麻雀' ;三是开调查会 ,广泛收集资料 ,这是一种

对事物进行全貌调查的方法;四是重点调查深入研究。这些调查方法都适合于科学研究工作 ,是做好科

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第二 ,毛泽东关于科学抽象的思想 。

科学抽象就是透过现象抽取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 ,是科学认识由感性阶段飞跃到理性阶段

的决定性环节 ,也是科学研究和科学认识活动的基本思维过程和方法 。那么 ,在抽象的过程中应该抽取

什么 ,排除什么 ,才能形成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 对此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作了论述 。他说:“要完全

地反映整个事物 ,反映事物的本质 ,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 ,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 ,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

以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就必须从感性认

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 ,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 ,相反 ,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

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 ,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 、更正确 、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

东西。”[ 5](第 268页)对于科学抽象的最初成果———概念 ,毛泽东也作了论述 。他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

不是事物的现象 ,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 ,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 ,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全体 、事

物的内部联系了 。”[ 5](第 262 页)

第三 ,毛泽东关于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方法 。

在逻辑方法中 ,毛泽东特别强调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他认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所谓

分析 ,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 2]
(第 413 页)矛盾分析首先是客观的。毛泽东指出 ,历来讲分析 、综合 ,没

讲清楚。分析 ,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 ,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 ,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我们看

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 ,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 5](第 810 页)分析还应是系统 、周密的。毛

泽东指出:“要解决问题 ,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 ,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

用分析 ,不然 ,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 ,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 。这里所讲的分析

过程 ,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 ,还不能做综合工作 ,也就不能好好地

解决问题。”[ 5](第 796页)毛泽东还谈到了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他说:分析时也综合 ,综合时也分析。

“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 ,就是说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 ,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 ,有开有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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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说法是对的。”[ 9]
(第 381页)

第四 ,毛泽东关于归纳和演绎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 ,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 ,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

合 ,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5]
(第 852 页)而这两个方面就包含着归纳和演绎的具体应用 ,因为归纳的

实质在于从个别 、特殊到一般 ,而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 ,从许多现象的一般属性的认识到认识个别现象

属性的思维运动 。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在科学研究和科学认识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对自然科学

的认识也要经过两个过程 ,“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 ,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 5]
(第 285 页)

第五 ,毛泽东关于数量统计的数学方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数量统计的方法 ,他把胸中有数列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这个方法的基本要求

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 ,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

数量 ,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毛泽东提醒人们说: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 ,不懂得注意基

本的统计 、主要百分比 ,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一切都是胸中无`数' ,结果就不能不犯错

误。”[ 5](第 1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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