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论 出 发 点

何 天 齐

一切从实际出发
,

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
,

这是我们想问题
、

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
。

无数事实证明
,

只有坚持这两个出发点
,

并把二者统一起来
,

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

利
。

否则
,

就会导致失误
,

甚至遭受严重的挫折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生动体现
,

是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观点
,

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和前提
。

唯物主义
,

就是承认物质第一性
、

意识第二性
,

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
。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
,

就是承认我们从事工作的对象
、

环境
、

条件等等
,

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事物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就是坚决彻底地
、

毫无例

外地承认和薄重实际
,

从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
,

经过调查研究
,

找出其固有的而

不是脸造的规律性
,

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一再指出
: 我们认识事物

,

处理问题
,

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和定义出发
,

而要从客

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
要按照事物 的本来面 目认识事物

,

不要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
;
要实事求

是
,

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 , 不唯上
,

不唯书
,

要唯实
,

等等
。

这种彻底的唯

物主义精神象一条红线贯串于他们的全部著作和实践活动
,

成为他们创立和发展的无产阶级

革命学说的灵魂和理论基础
。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
,

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彻底坚持唯物主义观点
,

并不容易
。

这里不仅有思想意识的问题
,

而且有思想方法的问题
。

从思想意识方面来说
,

除了那种心术不正
、

蓄意抹杀或歪曲事实的人以外
,

许多人是由

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

主要是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没有得到彻底克服
,

在认识事物时 自

觉不自觉地接杂了个人的情绪
、

恩怨和愿望这类
“

外来的成分
” .

因而不能真正客观地 观 察事

物
,

反映情况
。

19 5 8年
`

大跃进
’

时期出现的一批惯会刮风
、

拍马
、

吹牛的
“

风马牛干部
”

即属此

类
。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
: “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 ”

①这就是说
,

在一切间题
_ _

L

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态度
,

有的时候是要 冒风险的
,

特别在社会领域是如此
。

只

有无私
,

才能无畏
; 只有去掉私心杂念

,

才能真正敢于面对现实
,

坚持真理
。

还有一种情况
,

就是当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取得胜利时
,

人们的头脑往往会不够冷静
,

或者膨胀起来
,

违背起码的事实
,

干出种种蠢事来
。

比如
, 1 9 2 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

,

党 内一

部分人悲观失望
,

看不到革命的前途
,

因而发生动摇甚至叛变
。

另一部分同志则由于对国民

党反动集团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怒而产生了急躁盲动情绪
,

影响了对实际事物的客观分析
。

他们不顾当时敌人的强大和整个革命形势趋向低潮的客观事实
,

在一些敌人强固统治的中心



城市
,

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没有胜 利希望的起义
,

结果犯了
“

左
”

倾盲动主义错误
,

使革

命受到损失
。

尔后
,

由于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
,

建立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

打了胜仗
,

党和红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

党内一些 同志骄傲起来
,

自以为 了不得
,

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

事实
,

结果连续犯了两次
“

左
”

倾机会主义错误
。

其中尤其是王明的
`

左
”

倾路线错误
,

几乎使

革命遭致失败
。

毛泽东同志曾经用三句话批评王明
“

左
`

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
,

说他们不知

道人是要吃饭的
,

路是要用脚走的
,

子弹是可 以打死人的
。

他们脱离实际
、

无视客观事物达

到了荒谬的地步
。

建国以后
,

我们遭受的几次严重挫折
,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

也是由于骄傲 、

头脑发热
,

在认识事物时严重脱离实际
、

脱离群众的结果
。

思想意 识问题
,

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
,

是对待唯物主义的根本态度 问题
,

是

能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的基础和前提
。

只有加强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
,

树立坚

强的党性
,

才能真正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地观察事物
、

处理问题
。

从思想方法方面来说
,

事情就更为复杂
。

人们通常喜欢把从实际出发解释成
“

一就是一
,

二就是二
” , “

有一说一
,

有二说二
” ,

说这就是实事求是
。

作为对待客观事物的唯物主义态度
,

或者对待简单的事物
,

这种说法是可 以的
。

但是要知道
,

我们讲的唯物主义
,

不是别的唯物

主义
,

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 是 彻 底 的

唯物主义
,

只有学习
、

掌握和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 观 察 间

题
,

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

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人类社会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
。

列宁说
: `

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
,

随时都可以找 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

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 。

② 他又指出
: “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
,

就必须把握
、

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

一切联系和
`

中介
’ ” 。

③这就不是
“

一是一
,

二是二
”

的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所能解决问题的
。

比如对形势的认识
,

为什么一些 同志容易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或部分事实所迷惑
,

而看不清本

质和主流 ? 主要就是因为看 问题的方法不对
,

缺乏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联系的观点
、

发展的

观点和全面 的观点
,

而表现 出观察问题时的表面性
、

凝固性和片面性
。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主

张物质第一性
、

意识第二性
,

而且主张物质世 界是联系的发展的
,

而这种联系的主要内容和

发展的主要源泉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

事物的本质不是一点
,

也不是三点四点
,

而是两点
,

或

者说两个方面
,

即矛盾的双方
。

因此
,

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
,

如实地反映它的本来面 目
,

就必须坚持用两点论或两分法来看问题
。

这方面我们过去讲得很多
,

但是讲是一回事
,

做起

来又是一回事
。

我们在物质与精神
、

主观能动性 与客观规律性
、

政治 与经济
、

理论与实践
、

民主与集中
、

自由与纪律
、

个人与集体
、

红 与专
、

反
“

左
”

与反右
、

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等一

系列关系问题上
,

常常左右摇摆
,

爱走极端
,

在工作上经常出现
“

一窝蜂
” 、 `

一刀切
” 、 `

一边

倒
”

的
`

刮风现象
”

与
“

雪崩倾 向
” ,

这除 了社会原因以外
,

在思想方法上不懂得或者不会运用两

点论的辩证法
,

是一个重要原因
。

因此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我们在宜传唯物论的同时
,

必须

加强对辩证法的宣传
。

只有既尊重唯物论
、

又尊重辩证法
,

按唯物挤证法办事
,

才能真正做

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唯物论也好
,

辩证法也好
,

对于我们来说
,

都是认识论
,

是人们正确 认识客观事物的工

具和方法
。

这种工具和方法
,

是总结人类几千年实践和思维的成果
,

特别是总结 了工人阶级

登上政治舞台以来的革命实践的成果和 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
,

而 由马克思
、

恩格斯创立的
,

它不可能在工人中或其他劳动人民中自发地产生
,

只有通过学 习
、

实践
,

才能掌握和领会它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并运用它观察客观事物
。

因此
,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
,

必须加强理论学 习和理

论思维的修养
,

加强各方面知识的学习 和修养
,

培养和锻炼 自己观察事物
、

分析问题的能力
,



只有这样
,

才能如实地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
,

做到实事求是
。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
,

实践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

是认识的目的
,

又

是检验认识的标准
,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

凡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认识事

物
,

处理间题
,

而经验的产生唯有通过实践
,

即接触客观实际
,

特别是改造和变革客观事物

的实践
。

但是
,

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
,

因为个人的实践总是有局限性的
,

因此
,

必须吸收

广大群众的经验
。

我们所说的实践
,

主要是指党和阶级的实践
,

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
。

只有这种实践
,

才是正确认识 (包括经验 ) 的源泉和基础
,

.

才能成为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
。

我们讲群众路线
,

讲发扬民主
,

讲民主集中制
,

除了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性所必孺的以外
,

也是使人的认识正确
,

从而使路线
、

方针
、

政策正确
,

能够做到一切

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的根本保证
。

总之
,

一个实践观点
,

一个群众观点
,

一个辩证观点
,

都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所必

裕的塞本观点和方法
。

人们认识上 的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
,

究其根本原因
,

无一不是违背或

离开了这些墓本观点和方法的结果
。

无论何人
,

要使自己的认识正确
,

即反映客观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性
,

都必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深下工夫
。

这里面既有思想意识的问题
,

也有思想方

法的间题
,

两者互相影响
、

互相制约
,

而且往往是交织在一起
、

有时很难明确划分的
。

哎由此可见
,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

不是一个小问题
,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

它涉及

许多方面
,

是一个是否和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态度和根本立场
、

观

点
、

·

方法的问厄
,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和基础
。

离开了这个出发点
,

我们想间肠
、

办事情就会到处碰壁
,

一事无成
。

人们认识事物
、

处理间题
,

除了从实际出发以外
,

还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
,

这

也是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
,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

七面

我们讲群众观点时已经涉及到这个 问题
,

但那是从认识论的角度
,

即为 了保证认识正确
,

必

须走群众路线
,

注意发扬民主
。

现在我们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是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

样一个根本的观点
。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所谓社会存在
.

是指不依社会意识为转移的

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

主要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
,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

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最基本的矛盾
。

在这对矛盾中
,

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是

生产力
,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
,

而人民群众则

是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
。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

也是社会精神财富

的创造者
,

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
。

人民群众改造自然
、

改造社会的活动
,

就是人类社

会的主要内容
。

所谓社会历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

是人民群众的历史
。

没有人民群

众
,

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
,

更不会有社会历史的发展
。

毛泽东 同志说
: “

人民
,

只有人民
,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

④ 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
。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

从事改造 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
,

是为了实现 自己的利益
,

满足自

己的需要
。

人们种地
、

织布
、

盖房
,

从事各种生产活动
,

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
。

在阶级社

会中
,

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进行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
,

是为 了争取起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

益
。

今天
,

我们进行改革
,

发展社会生产力
,

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是为了国



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

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

马克思说
: `

人们奋斗所争取

的一切
,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

⑥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

表
,

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它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

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和一切活动
,

都必须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

愿望和需要
。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

是党的根本宗旨
。

毛泽东同志说
: “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
一切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 向人民负贵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

的一致性 ,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

⑥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的历史
,

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

发点
、

为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的历史
。

为人民的利益奋斗
,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

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
、

由弱到

强
、

由失败到胜利
、

由小组到全国的最根本原因
。

而一切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的政治力量
,

之

所以一一败下阵去
,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不代表或者违背人民的利益
,

脱离人民群众
。

毛

泽东同志教导说
: “

共产党人的一切 言论行动
,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为最

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 ”

⑦这也就是我们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

失掉

了这个出发点
,

我们的工作就会没有理想
、

没有目的
、

没有意义
。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

人们
,

常常自觉不 自觉地忘记 了这个根本出发点
。

例如对干部的看法
,

人们强调干部的这个条件那

个条件
,

有人甚至把是否听话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

而忘记 了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根本的条件和标准
。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千部? 因为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
,

是为

人民的利益奋斗的带头人
。

正因为我们重视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的事业
,

所以才特别重视人

民群众的千部
。 “

我们重视干部
,

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
,

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

点而去孤立地重视干部
,

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
” 。

⑧因此
,

干部是否具有群众观点和密

切联系群众
,

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还是 以权谋私
,

应该是我们考察与选拔干部的最重要标准
`

又如
,

我们党为什么一贯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
、

经验主义
、

命令主义
、

尾 巴主义
、

宗派

主义
、

官僚主义以及骄傲自大等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 不为别的
, “

就是因 为 它 们 脱 离群

众
” 。

⑨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全党动手
,

上下一心
,

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 也是因为这些

不正之风的存在和蔓延
,

损害了人 民的利益
,

使党严重脱离群众
,

弄得不好会导致腐化变质
。

总之
,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
,

必须牢记全 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
,

这是关系到我们

事业的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

决不可掉以轻心
。

古诗云
: “

总观千古兴亡局
.

尽在

朝中用按贤
” 。

从暂时和局部的观点来看
,

这个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

当然从总体和根本上来

看
,

这是英雄史观
,

它没有看到人民群众从根本上决定历史的作用
。

而且
,

所谓
“

按
”

与
“

贤
” ,

也有不同的标准
,

我们的标准就看是否忠实于人民
,

在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时是否坚持从人

民的利益与需要出发
,

是否以符合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
。

我们讲人民的利益主要是指人 民的根本利益
,

即整体利益
、

长远利益或全局利益
。

利益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有物质利益
、

政治利益
、

文化利益等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又有个人利益
、

集体利益和 国家利益
,

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等
。 、

而且
,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 一样
,

人民的利益

也是发展变化的
,

它的内容和各种利益的地位 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

比如
,

在革命战

争年代
,

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虽然也重要
,

也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予满足
,

但是更重要

的是政治利益
,

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
,

建立人民 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
,

只有这样
,

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
。

而在夺取全国政权
、

特别是在生产 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
,

人民群众除了要求保障民主权利
、

完善民主制度 以外
,

更重要的是



要求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

提高衡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

我们党坚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逮设上来
,

并以此为中心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

这是合乎 民心
、

合乎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决策
,

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 而过去的

失澳和挂折
,

从根本上讲
,

则是没有实行这种转移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 了人 民群众根本

刹益的结果
。

我们主张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

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

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

个

人和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

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全局的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 (例如
:

革命战

争时期
,

为 了诱敌深入
,

以便集中兵力歼 灭敌人
,

不惜打烂一些坛坛罐罐
,

甚至丢掉一些城

市 , 1 95 4年为了战胜长江特大洪水
,

保住荆江大堤
.

不得不实行荆江分洪
,

淹没田地四千多万

亩
,

造成了一些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
在调整国民经济当中

,

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

不惜将

一部分厂矿实行关
、

停
、

并
、

转
,

等等 )
。

这是因为在局部与全局
、

暂时与长远
、

个人与国家

的关系 中
,

全局是主要的
,

局部隶属于全局
。

没有全局
,

就没有局部
,

或者局部丧失了意 义
,

比如一个人
,

生命没有了
,

四肢还有什么意义 ! 但是
,

这并不是说
,

可 以不顾甚至否定局部利

益
、

暂时利益和个人利益
。

要知道
,

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
,

没有局部
,

也就无所谓全局
,

特别

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

更是我们在把握全局时必须予 以充分重视的
,

比如经济建设中

的战略重点就是这种情况
。

同样
,

集体或国家的共同利益必须以个人利益为基础
,

没有个人

利益也就无所谓共同利益
。

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社会主义否定个人利益
,

有的人信以为

然
。

其实这是不对的
,

至少是一种误解
。

社会主义不仅不否定个人利益
,

而且为满足每个人

的正当利益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广大的可能性
。

因为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

消灭了

剥郁和压迫
,

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

劳动产品已不再归剥削者私人 占有
,

而是用来为全

社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服务
,

这样
,

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
,

便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
,

是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制定路线
、

方针
、

政策与从事一

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

毋庸讳言
,

我们过去确有忽视甚至抹杀个人利益的错误
,

但那是
“

左
”

的惠想和政策造成的
,

也是与社会主义的本性背道而驰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从根本

上褥到纠正
。

现在除了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

满足人民的物

质和文化箱要以外
,

也要注意防止只讲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和一时的
“

实惠
” ,

而不顾甚至牺

性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错误倾向
。

我们必须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

真正做

到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

只有这样
,

才能实施正确的领导
,

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和班望
,

从根本上得到人 民群众的拥护
。

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一切从人民的利益与需要出发
,

这是两种出发点
。

前者讲的是认识问

题
,

是认识的客观性科学性问题
,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

真假
”

问题 ; 后者讲的实际上是价

值问题
,

是认识和实践的价值性问题
,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

好坏
” 、 “

善恶
”

问题
。

我们办

任何事情
,

都要 问一个为什么
,

不仅要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情况
,

而且要想一想它是

否对人民和社会有利
,

就是说
,

从认识和价值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
,

并把二者统一起

来
。

比如马克思主义
,

它既是一门内容丰富
、

体系严密的科学
,

又是一种为无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意识形态
。

作为科学
,

它具有坚实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
作为意识

形态
,

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

这两个方面的高度结合和统一
,

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特点
。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
,

一方面
,

要有的放矢
,

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实际间题
、

为了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
、

为了人 民的利益和事业
,

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 , 另一方面
,

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
,

来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它
。

这两种态度和方法缺一不可
。

否则
,

不是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
,

就是犯断章取义
、

各

取所需的实用主义错误
,

或者同时出现这两种毛病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经用
“

有的放矢
”

和
“

实事求是
”

这两句话八个字批评教条主义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态度
。

邓小平同志近

年来一再强调要完整
、

准确地学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

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

L 同时又一再指出
,

要
“

努力针对新的实际
,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
” 。

⑧
“

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

L 他们讲的也可以说就是在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态度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的问题
。

历史经验证明
,

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
,

才

能真正掌握
、

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才能做好一切事情
。

但是
,

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认 识与价值结合
、

认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统一是不很容易的
。

例如
,

在对革命形势和建设速度的认识上
,

我们常常犯
“

左
”

的错误
,

所谓
“

左
” ,

就是性急
,

就是过分地强调 了人们的愿望和需要而 忽视了客观规律
,

也就是认识的价值性离开了客观性

和科学性
。

过去
,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
,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迫切要求

解放 , 推翻三座大山
,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
,

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发展生产力
,

提高生活水

平
。

人 民的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
,

作为革命者
,

必须从人民的这种要求出发
,

为了

人 民的利益和满足人民的需要
,

而坚决地积极地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

但是
,

这种要求

和需要的产生
,

虽然有深厚的客观基础
,

但它们本身毕竟属于主观的范畴
,

具有强烈的主观

色彩
。

主观需要是一回事
,

客观可能又是一回事
,

二者有联系
,

但又有区别
。

只讲需要
,

不

看可能
,

也就是只讲有没有价值
,

不管有没有实际可能
,

那是主观主义
,

会使我们的事业遭

受挫折和失败
。

这种情况在革命斗争的历史上累见不鲜
,

甚至一些伟大人物也在所难免
,

所

谓
“

欲速则不达
”

即属此类
。

但是
,

反过来
,

只 强调 可能
,

而不去积极创造条件
、

努力奋斗
,

去满足人民的要求
,

把经过努力本来可以作到的事情也认为办不到
,

这是爬行主义
,

是儒夫

和懒汉的思想
,

更不足取
。

我们的任务是把揭示和尊重客观规律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点与社

会理想统一起来
,

把必要性和可能性
、

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
,

也就是把一切从实际出发

和一切从人民的利益与需要出发这两种出发点统一起来
。

有的时候
,

这两种出发点也会发生矛盾
,

特别是在社会政治领域
。

比如遵 义会议
,

集中

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

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

结

束了
“

左
”

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

开始了以毛泽东 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

使中国革命

转危为安
,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

但是遵义会议并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
,

反而

肯定 了它的正确
。

如果从客观实际情况来说
,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 但是从党和革命的利益来

说
,

在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
,

而对于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多数人还不

认识 ) 这样做又是完全正确的
、

英明的
。

否则
,

就不能团结多数
,

遵义会议就不会成功
,

党

和红军就有
一

可能覆没
,

中国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
。

在政治斗争 中的这种妥协
、

让步是经常有

的
,

但 以不违背客观的根本事实和不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
,

否则
,

就不是什么妥协
、

让步
,

而是背叛 了
。

遵义会议时毛泽东等同志虽然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
,

做了原则

上的让步
,

但是并不是从根本上肯定
“

左
”

倾政治路线
,

相反
,

在具体工作中毛泽东等同志实

际上一直在纠正
“

左
”

倾路线
。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
,

在瓦窑堡会议上
,

又进 一步清算了王

明的
`

左
”

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

以后经过延安整风
,

对王明路线作了全面彻底的清算
,

从



根本上纠正了王明路线
,

这个过程前后长达十年之久
。

所以
,

尽管在局部的暂时的问题上
,

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利益与需要出发有时会出现某些不一致的情况
,

但是从根本上和从长

期来看
,

二者应当而且必须是一致的
。

恩格斯说
: `

在政治上
,

也和在科学上一样
,

还是应该

学会客观地看待事物
” 。

O 毛泽东同志把有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作为有没有党性的第一

个重要标准
。

这都是告诫人们
,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

特别是政治斗争中
,

有时虽然需要

运用一些纵橄摔阅的手段与策略
,

但从根本上来说
,

仍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

态度
,

把认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统一起来
。

刘少奇同志说
:

我们观察和研究事物时要客观
,

但处理事物时则是主观的
,

即有一定的立场
,

为 了一定的利益
。

@ 他讲的也是这两个方面的

结合
。

实际上 我们党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
,

都是这两个方面结 合 的 典 范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认识和价值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

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

没有人

和人的实践
,

就无所谓认识
,

也无所谓价值
。

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

也是

确定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唯一标准
。

一种理论
、

认识或方针
、

政策
,

是否正确
,

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
,

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需要
,

只有通过实践
,

看实践的结果
,

才能确定
。

当

然
,

有的时候
,

在有的情况下
,

实践的结果不成功
,

并不说明这种理论和政策不正确
,

或者

不反映人民的利益和需要
,

而是由于条件还不成熟
,

但是归根结蒂会取得成功
。

因此
,

从总

体和长远来看
,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的唯一标准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卖践观点
,

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理论家不可能正确解决认识和价值

钓关系问题
,

他们总是把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

例如现代西方两大思潮— 人本主义和

难科学主义
,

就是以韧裂认识和价值的关系为特征的
。

人本主义思潮
,

认为人是真正的本体
,

粉重研究人的特征屯状 况和社会伦理道德 问题
,

重视个人的价值和 自由意志等
,

不承认认识

的客观性
,

认为
布

科学的客观性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歪曲
” ,

攻击马克思主义是
“

简单的客观主

义
’ ,

他们强调马克思的某些早期著作
,

着重研究异化理论
,

鼓吹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
“

主观

方面
’ ,

等等
。

而 唯科学主义思潮
,

则把科学抬到如同宗教一样的地位
,

把科学 与意识形态绝

对对立起来
,

鼓吹科学非意识形态化
,

认为科学所作出的事实判断与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价值

判断是根本不相容的
,

等等
。

就某些局部问题来说
,

这两种思潮虽然不无可取之处
,

但在总

体上则是根本错误的
,

都是属于唯心主义哲学阵营
。

它们在认识 与价值关系问题上谬误从反

面告诉我们
,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

我们都必须坚持认识与价值
、

革命性与科学性
、

从

实际出发与从人民的利益与需要出发这两种出发点在实践基础上高度统一
。

否则
,

就会既离

开客观真理
,

又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

或者丧失革命的理想和奋斗 目标
,

使我们 的一切工作

变得没有意义
,

或者脱离实际情况和违反客观规律
,

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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