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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摘　要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 ,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从社

会基本矛盾入手 ,寻找和确定社会主要矛盾 ,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

途径。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对此 ,毛泽东作出了重大贡

献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创新与发展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关键。

[关键词 ]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 ;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 ] B2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5374( 2001) 03-0276-05

　　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社

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决定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是一项系统工程。但笔者认

为 ,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 ,寻找和确定社会主要矛盾 ,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

途径。 从理论上探讨这条途径的科学性 ,总结其历史经验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认识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法论原则

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基本矛盾是规定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本质 ,并对

全过程起支配作用的矛盾 ;主要矛盾是复杂事物诸多矛盾中在某一阶段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 ,

它规定着该事物的本质 ,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共同点是 ,它们都规定或影响

其他矛盾 ,不同点则在于 ,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而主要矛盾则不一定贯穿事物发展过

程的始终 ,它具有阶段性 ;在一定条件下 ,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也可以是主要矛盾 ,二者

具有某种同一性。 在包含多个层次的社会矛盾体系中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矛盾 ,是最深层次的矛盾。它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 (从原始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 )的本质 ,并对这个全过程起着支配作用。它是社会各个领域一切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总

根源 ,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第二层次的矛盾 ,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某

一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它是该阶段上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 ,制约着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具体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它规定着该社会的本质 ,支配着该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是该社会发展的直接

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直接依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是说 ,深刻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就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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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 ,不深刻分析某一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状况 ,不了解该社会基本矛

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 ,就无法找出该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然更谈不上正确把握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中 ,采用的正是这条思路。 马克思指

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变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

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

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 ,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

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

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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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第 32- 33页 )。这就是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它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阶级斗争及其最高表现形式的

社会革命是这个基本矛盾的反映 ,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的直接动力。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 ,分析了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首

先从生产的社会化方面来看 ,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后生

产越来越社会化了:它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和扩大 ,变成只能由大批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社会

化生产资料 ;在生产资料集中的基础上 ,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 ;与生

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相适应 ,产品也从个人生产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生产的产品。其次从占有的形

式方面来看 ,个体生产者受打击而破产 ,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已不占有生产资料 ,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越来

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他们不劳而获 ,占有了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这样 ,生产的社会化便与资本

主义的私人占有发生对抗性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占统治地位 ,“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

的不相容性 ,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2 ]
(第 621页 )。这个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体表现。 接着 ,恩格斯又反指出 ,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

盾表现在阶段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 2] (第 622页 )。 因为 ,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以前

只是一种例外 ,一种副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雇佣劳动就成了工人惟一的职业 ,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

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 因此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 ,

恩格斯还分析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如何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

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 2 ] (第 624页 ) ,以及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

加深无产阶级贫困化 ,引起阶级斗争尖锐化等一系列问题。

历史证明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入手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 ,进而找出主要矛盾的方法是惟一

正确的科学方法。正如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时 ,他看出这

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

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 [3 ] (第 318页 )。这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法论依据。

二、毛泽东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得失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他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范畴 ,而且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的规律性。

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

斯就认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向前发展的 ,作

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会例外。 列宁也明确地提出“对抗和矛盾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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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 ,对抗将会消失 ,矛盾仍将存在”的论断
[4 ]
(第 281- 282页 )。毛泽东把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其特点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其性质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 ,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可以经过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 5]
(第 767- 769页 )。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已内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广泛

而直接的一致性关系 ,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阶级社会里 ,社会的基本

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它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之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 ,由此决定了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阶级的首要任务 ,不是在现存制度下直接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是推翻现存制度 ,建立新

的生产关系 ,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 ,公有制的主

体地位已经确立 ,在客观上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因而基本矛盾成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社

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 ,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决定了主要矛盾的非

对抗性 ,同时也就决定了其他各种具体矛盾的非对抗性。这说明 ,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 ,阶级斗争已经基

本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大量产生并日益突出起来。但是 ,不能把主要矛盾直接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 ,因为

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是作为一对矛盾存在的 ,而人民内部矛盾却有着丰富的内容 ,它涵盖着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矛盾 ,特别是这些矛盾总体上的非对抗性并不意味着各个具

体矛盾的非对抗性。因为 ,各种矛盾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些矛

盾缓和了 ,有些矛盾又激化了 ;有些矛盾解决了 ,有些矛盾又出现了等等。但只要进行客观、细致地分析 ,

我们就会发现 ,造成各种矛盾产生、变化及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 ,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

力水平的严重低下。也就是说 ,正是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才造

成社会矛盾体系中各种具体矛盾的现状及其运动规律。 由上可见 ,在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大量表现

为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根本上又是由生产力的落后造成的。 因而 ,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

产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本质 ,规定和影响着各种具

体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前所述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最根本方面 ,现在又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

要方面。因而 ,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既是主要矛盾运动和解决的过程 ,又是基本矛盾运动和解决的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一致性关系 ,决定了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改革生产关系、上层

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为手段 ,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以

便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论断的基本精神 ,

以及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向自然界开战 ,发展我们的经济 ,发展我

们的文化” ,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的思想 [5 ]
(第 770页 ) ,是正确的思路和正确的结论。

沿着通过社会基本矛盾寻找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 ,应当可以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

但新中国前 3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 ,在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走上了歧途 ,得

出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 ,从非对抗性的基本矛盾推导出对抗

性的主要矛盾 ,这是不对的 ,产生这种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 ,在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上发生了原则

性的偏差。

这个原则性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一是夸大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

位和作用 ,把它变成了主要的决定的东西 ;二是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

础的反作用 ,把“巨大的反作用”夸大为无条件的“决定作用” ;三是未能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

前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由于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不清 ,相应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就发生错误。

这是因为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三个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中 ,

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层层递进的反作用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层层递进的决定作

用为前提的 ,归根结底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根本的方面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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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 ,生产力

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 ;但是 ,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

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 ,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

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 ,而不陷入主观随意

性” [6 ] (第 71- 73页 )。因此 ,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应牢固树立生产力第一的观点 ,不能把生产关

系、上层建筑的“巨大的反作用”夸大为无条件的“决定作用” ;深刻认识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更为根本、更具有决定性 ,不能把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 ;对于

“又相矛盾”的方面 ,不能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本身出发 ,主观抽象地加以认定 ,而应从生产力出发 ,根

据生产力的现实水平 ,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的惟一标准。

事实上 ,在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下 ,为发展的追求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 ,无条件地把生产关

系看做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力量 ,从而在实践中导致“一大二公”的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活动 ;并进而夸

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甚至把不间断地开展激烈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成了发

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从发展生产力的主观愿望出发 ,对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对基本矛盾理解的偏差 ,结果使他在实质上放弃了把握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途径 ,最终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 “毛泽东同

志是伟大的领袖 ,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 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 ,就是忽视发展社会

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力 ,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例如搞`大跃进’ 、人民公社 ,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

发展的规律办事” [7 ] (第 116页 )。

三、邓小平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贡献

邓小平通过反思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 ,特别是毛泽东在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结合新的实践 ,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第一 ,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则提法 ,又指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还要做深入具体的研究。 1979年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 “关于基本矛盾 ,我想现在还

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 毛泽东同志说: `在社

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当然 ,指出这些基本矛盾 ,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 ,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8 ]
(第 181- 182

页 )。邓小平在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是适合生产力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因此必须坚持 ;与生产力发展相矛

盾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而且问题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

不够高 ,而是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因此要把社会主义

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样才能解放

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逐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等论断 ,把生产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联系在一起 ,重申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核心地位 ,明确了必须

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来看待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第三 ,提出了从经济领域即生产和需要的角度寻找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 “目

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 ,由于三中全会决

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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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

务” [8 ] (第 182页 )。 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 ,邓小平并非不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相

反 ,他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

义 ,强调改革开放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 ,反作用也只是体现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 ,

是属于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

他正是循着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来确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思路 ,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

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

题 ,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而正确地指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可见 ,综上所述 ,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 ,寻找和

确定社会主要矛盾 ,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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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i tal to th e socialist destiny and future that co rrect ly recognizing and grasping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socialist basic contradiction to seek and define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 radiction, i t i s the basic approach to recognizing the principal cont radiction, As to that issue, the

a rchi tects of Ma rxism have giv en us methodo logy; M aoZhe-dong has made a g rea t cont ribution to i t , at

same time he has lef t us some incisiv e lessons; DengXiao-ping has brought fo rth new idea and

developed i t , which is crucial fo r us to be on the w ay to v icto ry.

Key words: socialist so ciety; ba sic contradiction; principal cont radiction

·280·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第 5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