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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科学方法
,

开拓毛泽东

哲学思想研究的新领域

—
《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评介

王 玄 武

在当前全国人民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
,

以新的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努力加强工

作 中的原则性
、

系统性
、

预见性和创造性的时候
,

我们欣喜地读到了由雍涛
、

李南熏
、

陈祖

华
、

王广正四位同志执笔撰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 (该书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 1 9 85年 7

月出版 )
。

这部著作是作者在近三年时间内相继出版的第三部专著
,

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又一新的成果
。

它的间世
,

对于促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

无论是促进理论工作者本

身的学习
,

还是帮助新老干部和广大青年的学习
,

都是有所助益的
。

这部著作的篇幅比前两部著作都大
,

而且在体系结构和 内容上更趋完善和充实
。

它既在

全书的总论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和基本特点等问题作了全面研究
,

阐发了作者对这些

问题的见解
,

给人以启迪
,

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
,

如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和毛泽东方法论思想
,

分别作了深入而详尽的论

述 ,
一

同时
,

作者还根据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特点
,

对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重要原理和论点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

这些都是这部著作所具有的特色
。

这部著作值得学习的优点很多
,

限于篇幅
,

不一一列举
,

这里只谈贯 串于全书中的研究方

法
。

我们知道
,

科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

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有明确的研究 目的
、

旺盛的

热情和坚强的毅力
,

而且要求研究者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

只有这样
,

才能在研究工作中做

出成绩
。

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

纵有研究的热情
,

也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果
,

不仅事倍功半
,

而且
`

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
” 。

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可 以说
,

学 习

研究的科学方法比学习研究的成果更为重要
。

因此
,

在论及这部著作优点的同时
,

着重学 习

作者的研究方法
,

是十分必要的
。

我认为
,

作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

能够使研究不断深入
,

提供出 日益丰硕的成果
,

为本门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

除了辛勤的劳动之外
.

当然一定还掌握有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
。

作者究竟采取和运用 了哪些研究方法呢沦 根据我学

习的体会
,

从原则上讲
,

至少有如下四点
。

第一
,

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进行研究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

用作者

的话来说
,

就在于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最

高概括
。

这个基本特点
,

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深一层的本质
,

规定和制约着其他一系

列特点
,

并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部过程
。

正是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这

个基本特点
,

所以它的产生或形成
,

不是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来源于非马克思主 义
,

而是直接

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
。

也就是说
,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是一致的
。

当然
,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普遗的理论原则
,

作为我们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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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它又必然地深深植根于 中国土壤之中
,

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党内两

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对此党的
“

七大
”

党章已作了科学的总结
。

此外
,

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积极成果
。

例如
,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中

的辩证法思想
,

就批判地继承 了《周 易》
、

《道德经 》
、

《孙子》等著作中的合理思想
。

因此
,

毛

泽东哲学思想虽然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来的
,

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
,

而是有着 白己独

创性的内容和民族形式
。

换言之
,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
,

同时又在理论内容
、

表现形式和社会作用等方面具有中国 自己的特点
。

从这种认识 出发
,

作者在研究中既不是抛

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体系去另搞一套
,

重新提出许多新原理
、

新概念
,

也不是去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的探讨
,

而是采取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

既注意毛泽东哲学

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
,

更注意前者 区别于后者的个性
,

着力探讨和阐发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特点
。

如本书中把毛泽东方法论思想作为单篇
,

用三章的篇幅加以论述
,

就是这种方

法论原则的体现
。

我们知道
,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

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对此都作过

充分论述
,

并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

伟大的认识工具
’ ,

是
`

方法
’ 。

但是
,

把科学的世

界观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
,

化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

则是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

作者有鉴于此
,

因而把毛泽东方法论思想作了充分展开
。

第二
,

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研究
。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
: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
。 ”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同样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智 , 的产物
,

是我们党和革命人民的智葱的产物
,

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

斗争的结晶
。

其中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最为突出
,

因为他一身兼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品格
,

他
“

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

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

家
,

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祖地的战斗
,

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

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 ’

②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
,

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 中

表现
.

但是
,

也要看到
,

我们党的许多杰出的领导人
,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

盆要贡献
。

例如
,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

就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

李大钊
、

毛泽东
、

周愚来
、

蔡和森等同志对此都作过多方面探索
,

先后发表了不少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

理论间题的文章
。

朱德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
,

撰写 了《论抗日游击战争 》等著作
,

在理

论上和实践上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

在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
,

不仅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作了大量的工作
,

而且刘少奇同志
、

陈云同志等也在自己的著作中

作了箱辞的论述
。

还要指出的是
,

任何个人的著作也不都是个人智慧的产物
,

如毛泽东同志

的《论十大关系 》 ,

就是经过调查研究
,

反复征求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

集中了刘少奇
、

周 恩来
、

陈云
、

薄一波等同志的智惫写成的
。

毛泽东同志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
,

深刻的思考能力
,

而

且善于吸取集体和群众的智慧
。

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

所以我们在研究它

的时候
,

要开阔视野
,

既要学 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

也要学习 其他领导人的重要论著
,

研究

党在各个时期的政要文献
,

还要结合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
,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

只有这

样
,

才能完拉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
。

第三
,

从动态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

列宁在谈到对国家间题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时
,

特

别指出
,

,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 问题
, “

最可靠
、

最必需
、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
.

考察每个间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
,

在发展 中经过 了那些主要阶段
,

并根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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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
。 ”

③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产生的
,

它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
。

因此
,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同样需要采取 科 学 的 方

法
,

进行历史的考察
。

这种考察有助于我们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

自

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 作者通过对

历史条件的分析指出
,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
,

为了解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新课题而产生的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任务
,

就是要论证这种相结合的必要性
,

从哲学上 回答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和建

设的问题
,

批判违背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
,

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
,

为我们党如何实现

这种结合提供方法和途经
。

因此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

并对这种结合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过程
。

在这个过

程中
,

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萌芽
、

形成
、

成熟
、

继续发展和在曲折中前进等阶段
。

党的十

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

新的历史时期对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

要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去研究新情况
、

解

决新问题
,

同时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有利条件
。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

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通过这些阶段的回顾
,

使人确信
: `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

真理
,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 ”

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

实践发展 了
,

它也必然要向前发展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在吸取新材料
、

回答新 问题
、

满足

新要求的过程中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

这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

第四
,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要面向现实
。

从上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

看到
,

它一开始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

这一特点
,

要求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

究
,

必须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法
,

把哲学理论的研究同当前的客观现实辩证法紧

密结合起来
。

也就是说
,

要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着眼点
,

转向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

规律
,

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

为此
,

有一系列 问题需

要研究
,

诸如
:

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
,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中各种关系
、

各种矛盾的正确处理
,

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
,

关于我 国的所有制形

式
、

分配方式 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如何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特点进行调整和改革
,

以及

关于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内容
、

特点及处理方法
,

等等
。

对这些 间题
,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

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献
,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文章
,

特别是
`

十二大
”

的文件和邓小平

同志的论著
,

都有指导性的论述
。

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
,

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些文献和

著作
。

每 门学科
,

由于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
,

因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

但是
,

无论哪一门学科
,

都必须有一定的方法论原则作指导
,

必须采取一定的研究方法
,

则是共同

的
。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作为一门学科
,

同样需要有适合自己对象的方法论原则作指导
。

只

有遵循这些原则
,

研究工作才能把握正确的方 向和途径
,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

本书的可贵之处
,

就在于它不仅提供出研究的成果
,

而且还给予了读者上述一整套有助于开拓本学科研究新领

域的方法
一

论原则
,

这是要向作者表示感谢的
。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

第 5 55 页
.

③ 《刘少奇选集 》上卷
,

第 336 页
.

③ 《列宁选集 》第 4 卷
,

第 4 3页
。

④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

第 2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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