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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毛 泽 东 思 维 的 基 本 特 征

陈　东　明

[摘　要] 毛泽东思维是以围绕问题解决展开的三个统一:哲学思维 、科学思维和艺术思

维的有机统一 ,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有机统一 ,深度分析和系统综合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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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超凡思维能力 、为人类思维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家。探讨毛泽东思维的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毛泽东思维的特征 ,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毛泽东思维是一种解决实践问题的技师

式的思维;有人把毛泽东思维仅仅理解为一种哲学思维;有人把毛泽东思维的特征归结为唯实性 、全面性 、创造性 、革命

性。这些看法固然有其道理 ,但都未能准确把握毛泽东思维的主要特征和独特魅力。我们认为 ,毛泽东思维是以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毛泽东思维的独特性在于他围绕着问题的解决来展开思维 ,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展

现其思维的特点。毛泽东一生中成功地解决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复杂的异质性的问题 , 他用无数成功解决问题的杰作向

我们展示他思维的特质和魅力。我们认为 ,毛泽东思维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他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了三个统一。

一 、哲学思维 、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有机统一

众所周知 ,毛泽东是诗人 , 是哲学家 ,而且也是一位对诸多问题有精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这三种身分使毛泽东的

思维具有独特的特点。毛泽东兼有哲学思维的全局性 、深刻性 ,艺术思维的形象性 、直觉性和灵气 , 科学思维的严密性 、

精确性。

虽然哲学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或简单的答案 , 但哲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对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大有助益:第一 , 它

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其次 , 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毛泽东为理解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确立了一个科学

的有效的框架或范式。毛泽东把唯物史观确立为解决社会 、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他坚决主张 ,“认清中国的国

情 ,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 1](第 633 页)。他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看问题 , 肯定每个民族 、国

家 、制度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哲学命题 , 它是根据我们党几十年

的斗争经验 ,把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 ,揭示了哲学原理同人们日

常工作的内在联系 ,既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 同时又使一般哲学原理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实

事求是贯穿于毛泽东的思维过程中 ,是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毛泽东指出 ,辩证法就是要按照

客观事物矛盾本身的具体性质和情况 ,去具体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而不能带上任何的主观性 、片面性和表面性。他

认为 ,主观与客观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而主观与客观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今

天统一了 ,明天未必能统一 , 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 ,在另外的问题上未必能统一。因此要辩证地理解问题解决的过程和

条件。

(一)关于艺术的特点和功能

James Ba1dw in 认为 , “艺术的目的在于揭示隐藏在解答中的问题。” 思维学研究表明:在预想实在方面 , 艺术通常是

先于科学的。艺术家的预感引导人们提前做好精神准备。夏尔丹认为 ,“美感的出现先于所有的观念 , 它是观念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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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熔炉” 。艺术的开路功能表现在 , 艺术家不仅为科学创造出有用的符号 、模型 , 而且为科学创造出“前驱性思维方式” 。

这种前驱性思维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和转化为科学思维方式。有些人甚至认为 ,艺术家创造出透视世界的新方

式 ,科学家接下来归纳出思考这个世界的新方式。

(二)关于艺术家及其思维的特点

Ezra Pound说:“艺术家是人类的触角。”艺术家善于利用情绪来促进创造性思维 ,正如作家左拉所说:艺术是“在特

定情绪下感受到的自然” 。艺术家具备超感知能力: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艺术家像魔术师:他们能够把只

有自己能看到的东西也让别人看到。艺术家善于去蔽或揭蔽 , 他们善于通过直觉从现实中抓住本质。他们能把右脑产

生的视象同预知能力相结合 ,对未来的实在做出预言。艺术家为我们创造了种种图像和符号。它们帮助我们理解外部

世界和内心世界。毛泽东思维中具有艺术思维的特质 ,正是这种思维特质帮助他作出许多重大的新奇的创新 , 解决了许

多在一般人眼中视为不可解决的难题。

(三)关于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科学界和艺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是高度互补的。伦纳德·史莱因指出 ,“艺术家给社会提供了某种看视这个世

界的新方式” 。达·芬奇甚至认为 ,“艺术是一切科学的皇后” 。从艺术思维对科学思维的作用来看 ,真正的艺术“有一种

孕育力” , 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先见之明 ,在这一点上 , 艺术超过了科学。伦纳德 ·史莱因等学者认为 ,人有两种预知未来

的能力 ,一种是左脑具有的阿波罗式的理性思维的预言能力 ,它用逻辑来进行预言;另一种是右脑具有的狄俄尼索斯式

的艺术思维的预测能力 ,它表现为预感 、直觉和超感知。而毛泽东恰恰具有这两种预知未来的能力 ,而且他常常天才地

把它们结合起来 ,创造出珍贵的思维艺术珍品 。可以说 ,正是由于毛泽东有高超的艺术思维能力 , 才使他能够先于科学

思维 ,或在科学思维的基础上 , 作出艺术的洞察 ,预测事态的未来发展趋势。也许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在把握未来发展趋

势 、未雨绸缪方面高于他的战友和对手之处。毛泽东是诗人 , 是艺术家(至少就书法艺术而言), 而他的对手不是 ,他的战

友大多不是 ,或者艺术思维水平不及毛泽东。毛泽东经常用艺术家的直觉开路 , 以科学家的严密思考为主干 , 以哲学家

的广阔系统思维为统帅 ,所以他的思维常常是高屋建瓴 ,气势恢弘 , 深刻透彻 ,逻辑严谨。

一般的“思维艺术”通常包含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两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艺术则包括哲学思维 、科学思维和艺术

思维三个方面或三个维度 ,是这三个方面或维度的统一。

毛泽东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 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

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 2](第 287页)他告诫我们:“只有那些主观地 、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

题的人 ,跑到一个地方 , 不问环境的情况 ,不看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物的本质(事情的性质

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 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 , 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 2](第 290 页)在延安

整风中 ,他反复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 马克思主义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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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 、政策 、方法来” [3](第 45 页)。

科学思维 、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既有差异 ,又具有互补性。如果说达·芬奇是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天才 , 在

他身上 ,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相得益彰 , 那么在毛泽东身上 , 科学思维 、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众所周

知 ,毛泽东对许多战争问题的解决 , 不仅具有严格的科学性 、深刻的哲理性 ,而且具有高超的艺术性。毛泽东思维的艺术

首先表现在他把诗人的气质运用于解决问题 , 使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气和大气 ,也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解决渗透着他的

人格魅力和鲜明个性。可以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没有他这样的气魄和胆量 , 是想不出那样的计划 、方针 、策略 、方法

的。其次 ,毛泽东本人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一流的书法家 ,他的思维库中就有丰富的艺术思维 、灵感 、艺术直觉 , 他会自

觉不自觉地把艺术思维用于解决科学问题 、哲学问题和社会实践问题 ,使他的科学思维 、哲学思维和实践思维具有艺术

性。另一方面 ,毛泽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 透射着他那非凡的气质 、独特的个性 ,从而使他的问题解决具有鲜明的艺术

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毛泽东的艺术思维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极其丰富的想象力 ,他善于把深刻的哲理寓于具体的形象之

中 ,他善于用生动的模型和新奇的类比来抒发美好的理想 ,启迪人的心智 , 激发人的热情。例如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军事

论著《论持久战》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 , 把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 ,把那些只知

背诵马列词句特别是苏共教条自以为满足的人 , 毫不留情地勾画为“山间竹笋” 。

毛泽东的思维具有超越一般科学思维程序的艺术性 , 他在注重解决问题思维的逻辑性 、科学性的同时 ,也关注思维

的艺术性 ,他在思维的创造过程中把思维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他的思维成果很像一个艺

术品 ,比如 , 在长征中 ,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战略思维就很有艺术性。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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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思维的特点不在于他能够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 而在于他把这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有机统一起来 , 用

于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 ,克服了一些革命者和思想家常见的思维局限性:一些人思维发散不足 , 创新乏

力;另一些人则过度发散 , 缺少抽象概括能力。在批判性思维的应用方面 , 一些人往往过度批判 , 以教条主义 、保守主义

的态度对待新事物;另一些人则批判乏力 , 不能切中错误思想的本质和要害。毛泽东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人们在运用创造

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中出现的片面性和错误倾向 ,而且能把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有效地结合起来 、统一起来。毛泽

东思维中常常是创新中有批判 ,批判中有创新 。成语翻新是毛泽东把批判与创新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对一些重要成

语 ,他或取其形式 , 赋予新义;或反其意而用之 , 别开生面。

在创立毛泽东思想过程中 ,毛泽东非常重视批判性地思考中华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优秀的东西 ,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予以发展创新。比如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 ,就批判性地继承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 、维护民族团结和

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他努力剔除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自省”观点中的封建糟粕 ,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

点和方法加以改造 ,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

著名论断 ,从而形成了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毛泽东创造性思维是极有特色和个性的。他的创造性思维包含求异思维 、发散思维 、反向思维 、类比思维等多种思

维方式和方法。他不仅善于把多种创造性思维方法结合起来 ,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性思考 ,创造性地解决重大社会实践

问题和理论问题 ,而且善于把创造性思维方法用于批判过程 ,提升批判性思维的效果。

创造性思维具有独特性 、超常性 、新奇性 、意外性 、灵活性 ,是一种打乱习惯的思维模式 , 是冲破常规 、寻求变异的思

维。例如 ,“对牛弹琴”这一成语 , 都是比喻对不能理解的人白费口舌 、力气 ,有讥笑和看不起听话人的意思。这种解释已

约定俗成。可是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 , 听得很懂 ,其实完全不

是那么回事 ,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 , 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 这句话 ,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

这个意思 ,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 , 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在这里 , 毛泽东用反向思维和类比思维 ,一反过

去对这一成语的正向理解 ,予以反向和“倒置” , 赋予这成语以新的含义。同时 , 借助类比思维把对牛弹琴转换到思想宣

传上 ,为我们勾画出一位“无的放矢 ,不看对象”的宣传者形象:他目无群众 ,眼睛朝天 , 既不管群众听懂听不懂 , 也不管群

众欢迎不欢迎 ,却一个劲地在那里讲演。通过成语翻新 ,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一个重要道理:射箭要看靶子 , 弹琴要看

听众 ,写文章做演说必须要有针对性 , 必须看读者和听众 , 只有这样 , 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人们通常认为 ,教条主义的

问题在于缺乏创新精神。其实 ,教条主义既缺乏创新精神 ,也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 , 他们运用不正确的方法和方式去批

判别人 ,却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忘记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 , 是“思想上的懒

汉” ,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 ,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 , 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毛

泽东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 , 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 , 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

俄国革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 ,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马克思已经去世一百多年 , 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 ,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 、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

世以后五十年 、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4](第 291 页)。

各国革命和建设虽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 但各国具体的环境 、条件 、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模式和程度以及各国人民

的需求 、动机 、认知等心理因素的不同 ,也会产生各自的独特的问题。共同的问题可能有一般的解法 ,但特殊的问题则需

要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和问题的特异性要求从各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毛泽东多次谈

到 ,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 , 但是光靠现成的东西很不够 ,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 , 写出新的著作 , 创造出

新的理论 ,他强调要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 ,停止的观点 、悲观的观点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 , 都

是错误的[ 5](第 845 页)。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他又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 出现了新的一

系列问题 ,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 , 总结新的经验 ,写出新的著作 ,形成新的理论 , 就不能指导新的实践。

批判性思维要求问题解决者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 , 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 ,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

能解决么? 那么 ,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 , 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

了。” [ 2](第 110 页)调查研究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 掌握丰富的材料 ,通过研究找出规律 ,用来指

导行动。调查研究又是工作的方法 ,即解决问题的方法。调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没有

调查研究 ,理论和实际就难于联系。在调查中 , 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 ,解决

问题就象̀ 一朝分娩'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 2](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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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刻分析和系统综合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的分析能力是非常高超的 ,在中共领袖中无出其右者 ,但同样难得的是 , 他的系统综合能力也是超一流的 , 而

且他能把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有机统一起来 ,运用于复杂问题和全局问题的解决。在分析方面 ,毛泽东擅长在多

个层面上展开分析性思维。他不仅擅长概念分析和事物矛盾分析 ,而且擅长问题分析。他能把概念分析和事物矛盾分

析以及问题分析统一起来。 1944 年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 ,告诫人们要善于思考 , 要养成多动脑筋 、勤于思索 、善

于分析问题的好习惯。他认为 ,“中国的东西也好 , 外国的东西也好 ,都是可以分析的 , 有不好的 ,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

样 ,有成绩 , 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 ,总是有两点 , 有优点 ,有缺点 , 不是只有一点。”这就是说 , 一切都是可以分析 ,

都是两点的 ,不是一点的。毛泽东批评说:“只有一点 , 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或几点 ,夸大 , 不及其余的一点论 ,

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方法。” [3](第 129 页)

毛泽东提倡的“两点论” 、“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 , 正是这种全面性思维方式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

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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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运用“两重性”的方法分析事物 ,最著名的是分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 ,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结论 , 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

20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 ,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阶级关系非常复杂 ,迫切需要解决中国 “革命的首要问题” 。于

是,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 ,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运用阶级分析法 , 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

的状况 ,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分清了敌友我 ,一举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善于用比较分析法来解决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基于对中日两国国情的对比分析 , 深刻揭示了抗日战

争的特点 ,并根据这一特点 ,确定了战略和战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 , 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进程中

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等方面的异同 、优劣 、变化和发展趋势。通过这一比较 ,提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著名预

言, 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运用比较思维艺术 ,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57 年 2 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 ,回答

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 ,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既注重量的分析 ,也注重质的分析。“胸中有数”是毛泽东一贯的领导方法。他指出:“胸中有`数' 。这就是说,

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 , 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 ,没有数量就没有质

量。”另一方面 , 他又认为 ,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 ,不仅要注意数量 ,还要对事物的本质作深入的研究[ 3](第 202-204 页)。

在思想史上 ,善于分析者大有人在 , 能进行总体综合者也不乏其人 , 但人们往往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

毛泽东善于把多种方法 、多层次的方法结合起来 ,综合地解决问题和解决综合问题。“两手抓”也是一种辩证的工作方法

和领导方法。“两手抓”就是要抓矛盾双方 ,既抓主要矛盾 , 又抓次要矛盾;既抓矛盾主要方面 ,又抓次要方面 , 不能顾此

失彼 ,以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 ,毛泽东毅然接受了爱国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 ,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这一政策的制

定和贯彻执行 ,是毛泽东把分析和综合统一起来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精兵简政涉及到几对矛盾:一是大局和局部的矛

盾 ,二是战争情况和战争机构的矛盾 , 三是习惯和变化的矛盾 , 四是大和小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

手创造出来的 ,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 , 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 , 很困难” 。毛泽东认为 , 这是局部的事情 , 再

勉强 、再困难 , 也要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关于战争情况和战争机构的矛盾。敌人实行“三光”政策 ,我们的物质困难越

来越严重 ,我们的机构庞大 , 鱼大水小 ,因此必须实行精兵简政 , 使战争机构适应战争的情况。关于习惯和变化的矛盾。

天气变化了 ,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 、夏秋之交 、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 ,各要变换一次衣服。 但是人们往往

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 ,要闹出些毛病来 , 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怎么办? 改变习惯 , 服从变化了的形势。关于大

和小的矛盾。精兵简政之后 ,我们小了 , 敌人仍然庞大 ,怎么办? 那就要发挥我们的优势 , 讲究斗争策略 , 以小胜大。对

这四对矛盾的分析和解决 ,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辩证综合的思维艺术。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 ,运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原理 ,提出了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

法和工作方法 ,并把这种工作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 。他教导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

面 ,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 ,人们的思维方向和方法 , 必须由单维化向多维化转变 , 由

局部化向整体化转变 ,建立起多样性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我们思考一切问题 , 分析一切问题和解决一切问题 ,都要

力求全面 ,注意“全面性要求” , 做到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整体出发 , 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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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 ,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 , 不能只从单方面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 , 就必须把握住 、研

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 、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 ,但是 ,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

误和防止僵化。客观世界 、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系统性 、多维性和整体性 , 要求人们必须建立起全面性思维方式。全

面性思维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系统整体性 、多维性和综合性。这是一种从思维的多指向 、多视角 、多方位 、多层面和系

统的整体结构 、整体功能出发 , 全面地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认为 ,调查研究 , 首先是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 这样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

究 ,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 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来了 , 但还不能解决 ,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

内部联系 ,这就需要进一步做综合工作 , 综合就是弄清问题的全貌 , 指明问题的性质 ,给以解决的方法。

他还明确要求我们 ,研究问题 , 忌带主观性 、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主观性 ,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 , 也就是不知

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 ,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 、不了解日本一方 , 只了解共

产党一方 、不了解国民党一方 , 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 、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 ,只了解农民一方 、不了解地主一方 , 只了解顺

利情形一方 、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 , 只了解过去一方 、不了解将来一方 ,只了解个体一方 、不了解总体一方 , 只了解缺点一

方 、不了解成绩一方 , 只了解原告一方 、不了解被告一方 ,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 , 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 ,如此

等等。一句话 ,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 [ 2](第 312-313 页)正是由于毛泽东善于把深度分析和系统综合统一起来 ,因而

他能解决其他人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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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 ao Zedong' s thinking on the issue is revolved by the three unif ications of the problem

solving ,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the o rganic uni ty o f arti stic thinking ,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org anic unity , in-depth analy sis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o rganic un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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