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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在 “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 出现空

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社会科学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可以说，这三十年是我国社会科

学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这从上面所例举的成绩就可以看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国

思想界确实存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错误倾向。如有的人提出“疏离”马克思主

义，“消解正统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已经“过时”的学说，企图用其他理论取而代之。在这

种“淡化”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著作的研究受到很大冲击，就连科学社会主义原

著和原理的学习、研究都受到很大的削弱，这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有的人

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会阻碍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利于“百家争鸣”。还有人以“真理多元”为依

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诸多学派中的“一个学派”，各学派之间是“平权”的，因而没有谁指导谁的问

题。以上看法，可能是个别人的见解，但它反映出当前思想界存在的一种淡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

作用的错误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有不少学者也作过批驳，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依然在发生着

影响。在总结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的偏向时，决不能走向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另一极端;在

看到社会科学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学术理论界存在的这种淡化和贬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倾向。江泽民同志不只一次地强调，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如果对这些错误的东西不加抵

制，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另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不仅要反对简单化和公式化，也要防止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社

会科学在总体上属于意识形态很强的领域，但有的学科同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不直接，有的学科则与意

识形态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一些西方

社会学的方法也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也可以获得某些真理性认识。比如马

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等，在各自领域都很有建树，都作

出过很大贡献，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在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是如此。非马克思

主义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不强的领域的研究中，也能取得好的科研成果，也

能为我国社会科学作出贡献，对此应该予以尊重，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决不能简单地把非马

克思主义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学术问题应该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去研究和探讨。 

  2.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而不是将政治与学术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科研实践中处理好它

们的关系。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

 



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括着各种意识形式，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

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现象。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

济、政治的反映，那末，在有阶级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

此，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它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资本

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对立， 自然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

立的思想体系。现实存在的利益的矛盾，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政治的分野。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

不能把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政治与学术关

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比较间接，有

的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和考古学等，其内容并不具有阶级性，与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更为重

要的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使疏离其由以产生

的经济、政治关系而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

制约，但决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我国思想界五、六十年代的

主要偏差，是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夸大政

治而贬低学术，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

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作了敌我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

潮，影响了当时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总结了过去的教

训，迎来了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变化。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

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

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

装。实际上，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理论观点，如“告别革

命”、“政治多元化”和宣传“私有化”等等理论观点，都披着学术的外衣在极力扩散。当前对我国影响最

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哪一种不带有明

确的政治诉求呢？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社会科学，而且会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事业。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六十年来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

向，使中国社会科学在新的世纪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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