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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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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市"$$@A&"

摘!要!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既不能作直观的$经验的赫拉克利特式的朴

素辩证法的理解和把握#也不能作概念的$思辨的黑格尔式的思辨辩证法的理解和把握#更不能作古希腊芝诺

的%二分法&式的诡辩论的理解和把握’必须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对它作实践辩证法的即从实践理解

的矛盾分析方法的理解和把握’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人们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误解#正确地理解$把握和 应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分析方法#去把握$分析属人世界中的一切属人矛盾(((即由人的活动所生成 发 展

的实践的对立面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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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矛盾分析方法的根基、概念和实质

"一#方法的实践根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 来#%对 立 统 一&即 矛 盾 不 是 不 属

人的自在存在物的自然 状 态 或 自 在 存 在 物 自 发 的 产 物#而

是属人世界!人类世界"中#人 对 实 践 存 在 物 内 在 对 立 统 一

的本性$本质和规律 的 反 思 性 概 念 地 把 握 的 产 物’不 仅 自

在存在的矛盾#只有当它通过实践中介为实践存在的矛盾#
才能为人所把握和理解)而且人所把握和理解的对立统一#
以实践思维维度#无不 是 对 人 的 实 践 及 其 发 展 有 作 用 和 意

义的矛盾’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动物所具有的那种自然性#
亦是人所具有的最为基础的属性’然而#人之为人#却恰恰

不在于它的自然性#而在于它的实践性’动物的活动#无论

它的活动样式怎样#它都是一种顺从自然$适应自然的本能

的活动#法!遵循"的 是 自 然 的 道 或 理’它 与 自 然 不 是 双 向

的对象化关系’所以#动物的活动#不仅不会破坏自然的自

在统一#确恰是在本能地在维系着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这就

是动物活动的自然 性’人 的 活 动#无 论 它 的 类 别 和 性 质 怎

样#它都是一种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的生 存

和发展$从而使人的生 存 和 发 展 又 满 足 于 它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与统一的自为的活 动’人 的 这 种 双 向 的 对 象 化 活 动#首 先

是一种否定原自然界中 物 的 统 一 的 活 动#使 人 与 自 己 活 动

对象的自然物$从而与自然真正地互为对象#生成和发展了

原自然界及其事物中所不曾有的%主体(((客体&新型的对

立关系’
如何把这种新型的对立关系#通过主体客体化$客体主

体化的对象化活动#实现主体和客体对立面的统一#使之发

展为属人关系!即实践的对立面的统一"？这就不能从动物

活动的自然性#而必 须 从 人 的 活 动 的 实 践 性 去 理 解’人 在

自己的活动中既要贯注主体的本质$目的于客体之中#同时

又要贯注客体的本质$规律于主体之中#这是由人的活动即

实践的内在本性所 决 定 的’人 的 实 践 是 求%是&的 活 动#它

追求的是主体和客体$主 观 和 客 观$合 规 律 性 和 合 目 的 性$
本然和应然$理想和现实$真善美等对立面的统一*A+’

而要使这些由实践 所 造 成 的 对 立 面 达 到 统 一#人 就 必

须寻求使对立面之间相互转化$由此达彼的手段$途径$中

介和桥梁’在这个意义 上#方 法 就 是 实 现 实 践 的 对 立 面 统

一的人的活动!人 的 行 为"的 手 段$中 介 和 方 式’它 是 人 在

自己的活动中贯注主体的本质$目的#使主体与客体双向对

象化!使物人化和使人物化"#从而构建属人关系的手段$中
介和方式’

人的实践既造成自 在 世 界 与 属 人 世 界 的 对 立$造 成 属

人世界中一切存在物的 对 立)人 的 实 践 又 造 成 自 在 世 界 与

属人世界$造成属人世界中一切存在物对立的统一’因而#
既不能脱离实践去理解 属 人 世 界 即 实 践 存 在 物 的 对 立#也

不能脱离实 践 去 理 解 属 人 世 界 即 实 践 存 在 物 的 统 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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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 求 我 们 以 实 践 思 维 方 式 和 实 践 逻 辑

理解"把握和分析作为实践存在的矛盾!从实践存在的统一

中把握对立和统一!使 我 们 思 维 方 式 合 于 实 践 存 在 的 生 成

发展方式!使我们的 思 维 逻 辑#)(G9<$合 于 实 践 存 在 的 逻 各

斯#规律%%%)(G(7$&
!二"矛盾分析方法的概念

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即对立统一

规律的具体方法化&所 谓 矛 盾 分 析 方 法!就 是 通 过 分 析 事

物的矛盾本性!掌握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便有

效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这个辩证

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 是 教 导 人 们 要 善 于 观 察 和 分 析 各 种

事物的矛盾 的 运 动!并 根 据 这 种 分 析!找 出 解 决 矛 盾 的 方

法&)*#+!$"从辩证法的发展历史 来 看!矛 盾 分 析 方 法 有 两 种

存在形式’一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以揭露"分析对方议 论

中的矛盾#逻辑矛盾$来(接生)真理,或者是像黑格尔那样!
通过揭示"分析 概 念 中 的 矛 盾 本 性 来 构 筑 他 的 逻 辑 学#哲

学$的理论体系&另一种就是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从客观世

界中去发现事物 的 矛 盾 和 进 行 所 谓(一 分 为 二)的 矛 盾 分

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矛 盾 分 析 方 法!一 方 面 超 越 了 赫 拉

克利特朴素的"经验#关于世界事物的$辩证法!克服了那种

(高山"峡谷)"(咸水"淡水)式的矛盾分析的朴素性,另一方

面又超越了黑格尔思辨的"概念#关于对象的本质$辩证法!
即在对概念的思辨中%%%发现本质#概念$自身所具有的矛

盾!从而使矛盾分析方 法 成 为 奠 基 于 自 己 实 践 唯 物 主 义 世

界观的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二"矛盾分析方法的实质

矛盾分析方法是人 们 分 析 事 物 矛 盾"解 决 矛 盾 问 题 的

基本方法&它要求人们 按 照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矛 盾 原 理!
根据事物的矛盾本性去 揭 示 事 物 内 部 诸 因 素 之 间"事 物 与

外部其他事物之间"事 物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过 程 与 过 程 之 间 的

对立统一关系等!因而它是人们分析事物矛盾"解决矛盾问

题的普遍行之有效 的 基 本 方 法&矛 盾 分 析 方 法!又 是 辩 证

法的基本形式&人们通 常 使 用 的 如 质 和 量 统 一 的 方 法"肯

定和否定统一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统一的方法"历史和逻辑

统一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等!无不是一种贯穿对

立统一的矛盾分析 方 法 的 具 体 形 式&在 这 个 意 义 上!列 宁

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 要 地 规 定 为 关 于 对 立 面 的 统 一 的 学

说)*!+AF#&毛泽东对列宁的这一 观 点 十 分 赞 同!他 在-矛 盾

论.中指出!事物的矛 盾 法 则 即 对 立 统 一!是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是标志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的

哲学范畴&矛盾分析方 法 是 一 种 按 照 矛 盾 原 理"符 合 矛 盾

本性的分析事 物 的 哲 学 方 法!本 身 是 内 在 地 包 含 综 合 的&
矛盾分析方法的实质是(从统一中把握对立!从对立中把握

统一)!它与 列 宁 谈 到 的 辩 证 法 的 实 质 是 同 一 的&列 宁 在

-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

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 证 法 的 实 质)&列 宁 这

一论断主语的前一分句!讲 的 是 从 统 一 中 把 握 对 立!即(一

分为二),后 一 分 句 讲 的 是 从 对 立 中 把 握 统 一!即(合 二 而

一)!是前一分 句 的 逻 辑 补 充*"+&矛 盾 分 析 方 法 的 实 质 与

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也是高度的同一的!这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高度统一性&

!!二、矛盾分析方法的内容

矛盾分析方法!从具体的矛盾分析看!人们可以根据不

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逻辑"不同的认识对象和关系来

把握其思想内容!但其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从统一中把

握对立"从对立中把握统一&
!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

列宁说’(辩证法是 一 种 学 说!它 研 究 对 立 面 怎 样 才 能

够同一!是怎样#怎 样 成 为$同 一 的%%%在 什 么 条 件 下 它 们

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 什 么 人 的 头 脑 不 应 该 把 这 些 对

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 条

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F$(从统一中把握对立)
是指在我们分析事物中!要把事物视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从其内在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联结和相互贯

通中!把握它们的相互排斥"相互离异"相互限制"相互否定

的对立的性质&这表明矛盾分析方法把握的对立’#A$对立

不是 形 而 上 学 或 形 式 逻 辑 把 握 的 C不 是EC的 绝 对 的 对

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同一中的对立性质,##$对立

不是外在的反对!而是矛盾统一体自身内在的相互否定!在
否定中每一 方 都 是 它 自 己 的 对 方 的 对 方&这 样 把 握 的 对

立!对于直观思维"形而上学或形式逻辑思维来说是很难理

解的&在持直观思维"形而上学或形式逻辑思维的人看来!
矛盾只存在于悖理的思维中!客观事物是自身同一的!怎么

可能(自相矛盾)呢？如 美 国 实 用 主 义 着 悉 尼/胡 克 认 为!
只是判断"论断"证明才可能有矛盾!事物和现象决不可 能

有矛盾&意大利哲学家卢/乔/科莱蒂认为!矛盾只存 在

于命题与命题之间!而 不 存 在 于 事 物 之 间,对 于 科 学 来 讲!
矛盾永远而且只能是应 该 排 除 的 主 观 错 误!科 学 包 含 了 无

矛盾原理!当理论自相矛盾时!科学会立即宣判理论的虚伪

性&这种看法也并非完 全 没 有 道 理!因 为 客 观 事 物 确 实 具

有(自身同一)的一面!或者说具有相对静止"质态的相对稳

定性的一面!否则的 话!客 观 事 物 就 不 可 能 被 我 们(直 观)"
(经验)&但是!一个事 物 如 果 不 包 含 与 它 自 身 性 质 相 否 定

的东西!那它 怎 么 可 能 动 变"转 化 为 与 它 正 相 反 的 新 事 物

呢？因此!我们必须从事物的(自 身 同 一)#统 一$中 去 发 现

事物自身包含的(对立)!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其本质!
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从统一中 把 握 对 立)!可 以 用 中 国 化 的 语 言(一 分 为



二!来通俗表达"但应把这里的#一!理 解 为#统 一!"#二!理

解为#对立!"#一分为二!含义应理解为从统一中把握对立$

而不应从字面上或从经 验 的 层 面"把 事 物 从 构 成 成 分 上 分

割成对立的两半"即赫拉 克 利 特 朴 素 辩 证 法 那 样#高 山%平

原!%#咸水%淡水!式的#一分为二!$我们不少的同志"也是

在这种意义上来理 解 和 应 用#一 分 为 二!的$例 如&评 价 一

个人"能指出他的优点%缺点是什么"就是#一分为二!的辩

证法$总结一个单位 的 工 作"找 出 成 绩"看 到 不 足"也 认 为

是#一分为二!的辩 证 法$对 待 传 统 文 化 和 西 方 文 化"区 别

它的#精华!与#糟粕!"就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了"如此等

等$殊不知"所谓#优点%缺点!%#成绩%不足!%#精华%糟粕!

等#对立物!"并非是泾渭分明或是像#拼盘!那样"可以凭我

们的口味来挑挑拣拣的$这些#对 立 物!大 都 是#同 一!的"

一般说来是不能从 构 成 的 成 分 上 进 行 分 割 的$例 如"我 们

从资本主义学习的#股份 制!经 济 形 式"它 的 积 极 因 素 和 消

极因素就无法从构成上 把 它 们 区 别 开’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对 社

会生产力 发 展 的 正 面 效 应 和 负 面 效 应"就 是 同 一 个 东 西

(((资本的矛盾本性使 然"并 不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东 西 等$其

实这样矛盾的事物"它的#精华!)正面效应*所在"就是它的

#糟粕!)负面效应*所 在"当 然 也 就 不 可 能 像 某 些 好 心 同 志

所说的那样"只引进#精华!而 能 够 抛 弃 它 的#糟 粕!了$在

这里"对立面是统一的%无法分割的"我们只能从#统一!中

去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思维"把所谓的#一!分为#二!$正

如黑格尔所说&#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

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 西$!+&,这 应 是#从 统 一 中 把 握

对立!的真谛所在$人们通常所执著的那种一分为二"认真

说来其实就是典型的形 而 上 学 方 法"而 不 是 从 统 一 中 把 握

对立的矛盾 分 析 方 法 的 这 个 方 面$人 们 通 常 在 分 析 事 物

中"对人的优点和缺点%单位的成绩和不足%文化的精华 和

糟粕的#一分为二!"把本来是统一的对立面割裂开来&优点

就是纯粹的优点"缺点就是纯粹的缺点’精华就是纯粹的精

华"#糟粕!就是纯粹的#糟粕!等$这 岂 不 就 是 形 而 上 学 所

推崇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么？可见"由于我们以

往庸俗使用的#一分为 二!"实 际 上 是 在 辩 证 法 的 名 义 下 大

搞了形而上学"但我 们 的 许 多 同 志 并 未 能 自 觉 到(((他 们

是认形而上学为辩证法了$

!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

#从对立中把握统 一!是 指 我 们 分 析 事 物 中"要 把 事 物

视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其内在对立面的相互排斥%相互

离异%相互限制和相互否定中"把握它们的相互依存%相 互

渗透%相互联结和相互贯通的统一的性质$我们知道"依其

事物的矛盾 本 性"矛 盾 着 的 对 立 面"由 于 此 方 对 彼 方 的 排

斥%导致彼方对此方的反排斥"由之生成和发展对立面的相

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这表明矛盾分析

方法把握的统一&)A*统一不是形而上学或形式逻辑把握的

CHC的绝对的同一"而是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对立中的

同一性质’)#*统 一 不 是 事 物 自 身 或 一 物 与 他 物 的 等 同 关

系"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内在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 互

关联和转化的关系$正 相 反 的 东 西 而 具 有 相 成 的 关 系"这

对于直观思维%形而上学或形式逻辑来说"也是根本无法理

解的&两个正相反对 的 东 西 怎 么 会 具 有 统 一 性 呢？诸 如 黑

与白%是与非"我们怎 么 能 混 淆 呢？要 说 统 一)同 一*"只 有

那些不具有反对关系的 事 物 才 可 能 存 在 联 系 和 统 一"如 人

和羊%狗统一于动物"彩 电 和 钢 铁%飞 机 统 一 于 商 品"等 等$

矛盾分析方法较之直观 思 维%形 而 上 学 和 形 式 逻 辑 思 维 的

深刻性在于"它把握住了正相反对%否定%排斥%对立的事物

之间的内在依存和关联性质$恩格斯说&#辩证法根据我们

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

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 极 中 的 相 互 作 用"这 两 极 的 分 离 和

对立"只存 在 于 它 们 的 相 互 依 存 和 相 互 联 系 之 中$!+D,可

见"辩证法研究的联系和统一"决不是停留在相异事物的一

般联系和同一上"而是研究 正 相 反 对)否 定*和 排 斥 的 对 立

面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只有对立面之间的联系才是无法分

割的联系"只 有 对 立 面 之 间 的 统 一 才 是 内 在 的 有 机 统 一$

我们过去忽视和误解 了 辩 证 法 所 特 指 的 这 种 联 系 和 统 一"

所以才会有诸如#红!与#专!%#筲 箕!与#簸 箕!%#黄 山!和

#黄河!"究竟是不是矛盾的争论$一些同志认为"既然#红!

与#专!等事物既存在差异%又存在联系"就应该构成矛盾关

系$问题在于"它们的#差 异!并 不 一 定 构 成 双 方 的 相 互 排

斥%相互否定的#对立!的关系’它们的联系也不构成双方的

相互依存%相互贯通 和 转 化 的#统 一!的 关 系$我 们 牵 强 附

会地把它们说成是作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矛盾

关系"只能是令人啼笑皆非"成为把辩证法矛盾观庸俗化的

一种表现$

#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也可以用中国化的语言#合二而

一!来通俗表达"但应把这里的#一!理 解 为#统 一!"#二!理

解为#对立!"#合二而一!含义应理解为从对立中把握统一$

而不应从字面上或从经 验 的 层 面"把 一 分 为 二 的 事 物 构 成

一个整体或去探寻两个不同事物)如人与狗*的抽象同一性

)CHC*$如 把 一 块 泥 分 成 两 半"用 水 调 和 又 使 之 成 一 团

)块*泥’人和狗的合二而一即同一性是动物"张三和李四的

合二而一即同一性是理性等$只 有 对 立 面 之 间 的 统 一)同

一*"才是生动 的%本 质 上 相 互 贯 通 的%可 以 发 生 相 互 转 化

的"因为"只有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否定%排斥和斗争"才会造

成对立的双方力量对比 的 此 消 彼 长"从 而 突 破 原 事 物 质 的

限度而转 化 为 新 质 的 事 物$而 所 谓#红 与 专!%#筲 箕 与 簸



箕!之类的同一"由于 它 们 不 是 相 互 否 定 关 系"就 不 会 相 互

排斥#彼此斗争"因而它们之间 所 谓 的$对 立!%或 差 异&"由

于它们的同一只是一种抽 象 的 同 一"而 不 是 具 体%对 立&的

同一"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只是一种僵死%抽象&的相异

关系"就不可能发生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众所周知"在
我国主张$合二 而 一!的 杨 献 珍 先 生 曾 遭 受 到 不 公 正 的 待

遇"那是人们硬把$一分为 二!说 成 是 承 认 辩 证 法"把$合 二

而一!说成是形而 上 学"甚 至 说 成 是$阶 级 调 和 论!’其 实"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 一!按 其 正 确 的 理 解"各 自 都 只 是 矛

盾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内 容 的 一 个 方 面"这 两 个 方 面 的 统 一

才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全体’$一分为二!的侧重点强调的是

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合 二 而 一!的 侧 重 点 强 调 的 是 从 对 立

中把握统一’一方面"它们各自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矛

盾分析方法的一个方面"承 认 了$一 分 为 二!就 等 于 承 认 了

$合二而一!"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它们各自都不能代表矛

盾分析方法"只有它们的统 一%两 个 方 面 的 结 合&才 是 矛 盾

分析方法"怎么能够片面地把一个捧到天上"把另一个打入

另册呢？可见"我们对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不仅存在理

解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存在运用方面的问题"当然"运用 方

面的问题是由理解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
$从统一中把握对 立!和$从 对 立 中 把 握 统 一!"归 结 为

一句话"就是要善于$在 对 立 面 的 统 一 中 把 握 对 立 面!’这

是我们对任何矛盾进行分析的一致性#普遍性的方面(事物

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所以"我们对事物具体矛盾进行

分析"又必须注重其差别性#特殊性的方面’这就是矛盾分

析方法的共性和个性’
!三"矛盾分析方法的共性和个性

矛盾分析方法的共性"是指矛盾分析方法的统一性#普
遍性’它是说"不论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形式怎样"只要是

一种矛盾分析方法"它 的 基 本 内 容 和 精 神 实 质 都 是 从 统 一

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 把 握 统 一"这 两 个 方 面 的 结 合 或 统

一’矛盾分析方法的个性"是指矛盾分析方法的差别性#特
殊性’它是说"具体的 矛 盾 分 析 方 法"如 质 和 量 统 一 方 法#
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等等"由于

各个方法所分析的事物的内容#关系的不同"每一方法所体

现的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形式各有其特殊性’矛盾分析方

法的共性与个性是 辩 证 统 一 的’矛 盾 分 析 方 法 的 共 性#普

遍性存在于矛盾分析方法的个性#特殊性之中"通过其特殊

性表现出来#并且是从 其 特 殊 中 所 体 现 的 普 遍 而 抽 象 出 来

的(没有矛盾分析方法的个性"也就没有矛盾分析方法的共

性’反之"矛盾分析方法的个性#特殊性中又包含%体现&着

矛盾分析方法的共性#普 遍 性"并 与 矛 盾 分 析 方 法 的 共 性#
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没有矛盾分析方法的共性"也就无所

谓矛盾分析方法的 个 性’这 就 要 求 我 们"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的矛盾分析方法"也 要 从 它 的 共 性 和 个 性 的 统 一 中 把 握

对立#从它的共性和个性的对立中把握统一’

!!三、如何运用矛盾分析方法

!一"从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分析事物

的矛盾

在人类世界中"无论什么由实践活动所对象化的事物"
无不处在实践的对立 面 统 一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矛 盾 关 系 中"
人们认识#分析事物"首先就要把握事物的共性和个性这个

矛盾的关系)@*’毛泽东把这个 事 物 的 共 性 和 个 性 的 关 系"
视为整个矛盾问题的精 髓"认 为 不 懂 得 它 就 等 于 不 懂 得 辩

证法’可以说"把握属人 事 物 矛 盾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辩 证 关

系"不仅是认识事物矛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认识#分析 属

人事物矛盾的起点’如 果$起 点!都 错 了"那 以 后 的 整 个 认

识过程就偏 离 了 正 确 的 方 向’我 国 革 命 和 建 设 的 历 史 表

明"一切$左!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无不是在这个问题

上失足的’例如"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问题上"陈独秀教条

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 关 于 革 命 发 展 进 程 的 一 般 原 理"认

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

成功"而且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因此"在
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无 产 阶 级 只 能 辅 助 资 产 阶 级 进 行

革命"革命的领导权 理 所 当 然 是 资 产 阶 级 来 掌 握’基 于 这

样的认识"陈独秀心甘情愿地拱手交出革命的领导权"犯了

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显然"陈独秀的错误归 根 结 底 在 于 不 懂 得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辩

证关系"片面地夸大 共 性#抹 杀 个 性’我 们 知 道"马 克 思 主

义的一般原理"固然对 各 国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都 具 有 普 遍 的 指

导意义"但它决不可能取代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
中国革命是有它的特殊性 的"毛 泽 东 在+新 民 主 主 义 论,等

著作中作了精辟的 分 析’他 指 出"中 国 社 会 是 半 封 建 半 殖

民地的社会性质"因而 中 国 的 民 主 革 命 就 不 只 是 反 对 封 建

主义"而且还具有反帝 国 主 义 和 帝 国 主 义 在 中 国 利 益 的 代

理人---官僚资本主义的 性 质"这 就 使 得 中 国 民 主 革 命 的

敌人十分强大#任务 异 常 艰 巨’而 中 国 的 民 族 资 产 阶 级 不

仅力量弱小"而且革命带有极大的妥协性"因此不可能领导

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

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这一历史重担"领导中

国人民完成推翻三大敌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中国

革命的特殊性之所在"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无法理解为什

么明明是资产阶级民主 革 命"却 要 由 无 产 阶 级 来 领 导 的 道

理’同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归根结底也是由

于不懂得中国 革 命 的 特 殊 性"机 械 地 照 搬 前 苏 联$十 月 革

命!的模式所导致’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革命如果离开

了马克思主义 普 遍 理 论 的 指 导"也 是 不 可 能 取 得 胜 利 的’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 亥 革 命!的 失 败"无 不 雄 辩 地 证 明

着这一点’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在一个较长时期!我们只

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 义 各 自 的 特 殊 本 质!不 懂 得 在 发

展经济上二者有着共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曾将资本主义经

济形式拒之门外!闭关锁国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拉大了和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当我们终于认识到

各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其 共 性 的 东 西 可 借 鉴!从 而 实 行 对 外

开放的国策时!一些同 志 又 忽 视 了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的特殊性!盲目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结果也在

实践中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都是

由于不懂共性和个性的 辩 证 关 系!不 会 从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对

立统一关系分析事物的矛盾所造成的"邓小平提出的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 论!新 的 党 中 央 提 出 的 科 学 发 展

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 会 的 理 论!由 于 内 在 较 好 地 处 理

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共性和个性的矛盾

关系!从而成为指导我 们 新 时 期 伟 大 实 践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理论旗帜!使我们不犯或少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和经验主

义的错误"
!二"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分析

事物的矛盾

矛盾总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构成的!认识#分析事物的

矛盾!必须弄清楚事物 矛 盾 的 两 个 方 面 各 自 的 基 本 状 况 及

其联系!这叫$两点论%地分析矛盾"过去人们往往把$两点

论%简单等同于$一分为二%!而 忽 视 了$合 二 而 一%也 是$两

点论%的内在要求!从而造 成$两 点 论%的 简 单 化!有 时 甚 至

走向形而上学"例如!有 的 哲 学 读 物 说&$两 点 论%就 是$一

分为二%!一切事物 都 是 一 分 为 二 的"一 个 人 既 有 优 点!又

有缺点’一个单位既有 成 绩 又 有 不 足’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矛 盾!
既有相适应又有不相适 应 的 地 方’民 族 资 产 阶 级 在 民 主 革

命中!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改革开放既有

利也有弊!既有动力 也 有 阻 力’如 此 等 等"这 种$既 有((
又有((%的公式!几乎已成为我们的干部运用$两点论%辩

证法的固定模 式!只 是 在 不 同 场 合 填 上 不 同 的 内 容 罢 了"
这是将$两点论%简单化#庸俗化了!变成了僵死#机械的形

而上学"它不能揭示对 立 面 的 内 在 联 系!揭 示 对 立 面 在 何

种条件下的相互发生转化"这就是许多人在$两点论%分析

矛盾中!实际上屡犯的$一点论%错误的根源"因为这种$两

点论%!把作为对立面 的 两 点 机 械 地 分 割 开 来!就 容 易 造 成

在借口$形势要求%下!强调$重点论%而只讲其中的一点"
矛盾分析方法的$两点论%内在地包含着$重点论%"当

我们把事物矛盾的$两点%区 分 开 来 后!就 要 对 之 作 进 一 步

分析!从而发现矛盾的 两 个 方 面 在 事 物 发 展 过 程 中 各 自 所

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其 中 必 有 一 个 方 面 对 事 物 的 性 质

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只能起辅助作用"对于一个包含着若干矛盾的复杂事物来

说!各个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

其中总有一个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支配#决定的作用!其他

矛盾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只能起辅助作用"因此!我们在

工作中就要善于抓住 事 物 的 主 要 矛 盾 和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好 主 要 矛 盾 和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上!这

样就可以避免$眉毛胡 子 一 把 抓%!能 够 收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在抓主要矛盾和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时!我 们 也 不 能 把 次

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 要 方 面 弃 之 不 管!这 是 因 为&一 方 面!
次要矛盾和矛 盾 的 非 主 要 方 面 对 事 物 发 展 是 起 辅 助 作 用

的!解决好次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问题!有利于主

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以 及 矛 盾 双 方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也 不 是 绝 对 不 变

的!在一定条件下!主次矛盾和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可

以转化的"正如我们打 击 敌 人 不 能 两 个 拳 头 同 时 出 击!但

是!当这个拳头出击之后!另一个拳头也就成为下一次出击

的主要方面了"可见!$重点论%是在$两点论%#$转化论%前

提下的$重点论%!决不是不及 其 余 的$一 点 论%"在 我 国 革

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把$重 点 论%搞 成 了$一 点 论%的 教

训是很多的"如在$大跃进%中!只抓$钢铁%不抓$粮食%’在

路线斗争中!只重视反右!不重视反$左%’在处理生产与生

活的矛盾时!又只重视抓生产!不重视抓生活’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只抓革命!不 抓 生 产’改 革 开 放 的 一 个 时 期!只 重

视抓物质文明建设!不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如此等等"
在分析事物的矛盾 中!坚 持$两 点 论%与$重 点 论%的 有

机统一!必须反对$均 衡 论%"这 对 于 有 绝 对 平 均 主 义 价 值

取向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例如!我们在社会

主义建设的一个较长时期!$不 患 贫 而 患 不 均%的 儒 家 价 值

观演变成刮$共产风%!搞$一 平 二 调%!大 家 宁 愿$绑 在 一 起

受穷%!也不愿让少 数 人#少 数 地 区 先 富 起 来"在 如 何 建 设

发展的问题上!各地都眼睛朝上!向中央争投资#争政策!要
求中央$一 碗 水 端 平%!使 有 限 的 中 央 财 政 投 资 更 加 分 散"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建 设 新 时 期!党 中 央 明 确 提 出 了 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让一部分地区

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全国一起发展的方针!就是要打破长

期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束缚!在$两点论%的基础上讲$重

点论%)%*"改革开放!$年来我 们 所 取 得 的 巨 大 成 就!证 明

了党中央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三"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分析事物

的矛盾

当我们认识#分析事物的矛盾时就会发现!有些矛盾是

事物自身的内在关系所构成的!它是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
缺少了它事物便不复存 在!我 们 把 此 类 矛 盾 称 之 为 内 部 矛

盾’而有些矛盾则是由 此 事 物 与 其 他 事 物 的 外 在 关 系 所 构

成的!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外部联系!我们把此类矛盾称之

为外部矛盾"我们知道!在人类世界中!矛盾是推动属人事

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但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各自 在



事物发展过 程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又 是 相 互 区 别"各 不 相 同

的#形而上学割裂事物 内 部 矛 盾 和 外 部 矛 盾 的 有 机 统 一!
有时表现为夸大外部矛盾的作用"抹杀内部矛盾!有时又表

现为夸大和歪曲内 部 矛 盾 的 作 用"否 认 外 部 矛 盾#前 者 叫

做$外因决定论%!后者叫做$片面内因决定论%#$外因决定

论%把事物运动的原因归结为事物外部力量所推动!最终必

然导致寻求所谓$第一推动力%而陷入神学唯心主义#在实

践上!$外因决定论%不是引导人们把基点改在自己的努力"
斗争上!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外界的偶然的恩赐上!是一种消

极无为的懒汉思想#而$片 面 内 因 决 定 论%!由 于 否 认 外 部

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孤立主

义%"$关门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 为!事 物 发 展 的 根 本 原 因 不 在 于 事

物的外部!内部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据和源泉!它决定

着事物发展内部的 性 质 和 方 向!是 第 一 位 的 原 因#外 部 矛

盾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对事物的发

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 且 这 种 作 用 也 只 能 是 通 过 内 部

矛盾的作用发挥出 来!所 以 永 远 是 第 二 位 的 原 因#毛 泽 东

将此概括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

通过内因而 起 作 用#%’#(!$#这 里 需 要 澄 清 理 论 上 的 一 种 误

解!即有些同志认为!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对事物发展起

决定作用#例如!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入侵!使弱小民族

沦为殖民地)又如!温度 过 高 就 会 破 坏 受 精 卵 的 发 育 过 程!
等等#这种说法虽然 加 了$一 定 条 件%的 限 制!但 实 质 上 是

取消了$内因决定论%的基本原则#因为!既然外因在$一定

条件下%起决定作用!那内因就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起决定

作用的!这就混淆了 内 因 和 外 因 各 自 的 地 位 和 作 用#帝 国

主义侵占弱小民族这种 外 部 力 量!实 际 上 也 是 要 通 过 弱 小

民族的内因才能够起作用的#正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大革

命失败原因时所指 出&$两 军 相 争!一 胜 一 败!所 以 胜 败!皆

决定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

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

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

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

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
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 严 重 打 击!是 因 为 我 们 党 内 产 生 了

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 算 了 这 种 冒 险 主 义 的 时 候!我 们 的

事业就又重 新 发 展 了#%’#(!$!毛 泽 东 的 分 析 同 样 适 合 帝 国

主义与弱小 民 族 之 间 的 胜 败 问 题#帝 国 主 义 之 所 以 能 取

胜!是因为其内部力量的强大!弱小民族之所以失败!是 因

为其内部力量弱小!当着弱小民族变得强大起来以后!帝国

主义纵然有强大的力量!也未必就能取胜#可见!帝国主义

侵占弱小民族的例子不仅 没 有 否 定$内 因 决 定 论%的 原 理!
反而证实了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应当明确!由于$内因决定

论%!它并不 否 认 外 因 在 事 物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作 用#因

此!我们应坚持从$内因%与$外 因%的 辩 证 统 一 分 析 事 物 的

矛盾!重视外因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四"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寻求不同的解

决方法

我们分析事物矛盾 的 最 终 目 的!是 为 了 寻 求 解 决 矛 盾

的方法#要找到解决矛 盾 的 正 确 方 法!就 必 须 注 意 区 分 不

同性质的矛盾#毛泽 东 说&$不 同 质 的 矛 盾!只 有 用 不 同 质

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AA

参考文献$
’A(!倪志安!侯继迎I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I西南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D*A+&D$JDDI
’#(!毛泽东选集&第A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AFFAI
’!(!列宁全集&第&&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AFF$I
’"(!倪志安I对 唯 物 辩 证 法 实 质 的 新 思 考’,(I哲 学 动 态!AF%@

*"+&!"J!DI
’&(!黑格尔I逻辑学&上卷’?(I北京&商务印书馆!AFDD&!FI
’D(!恩格斯I自然辩证法’?(I北京&人民出版社!AF@A&&DI
’@(!倪志安I马克思的实践哲学’,(I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A+&##J#%I
’%(!倪志安I关于调整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基本对策的思想

’,(I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AFFF*D+&!$J!&I

责任编辑!刘荣军

!"#$%&’()*+)"#,’-./#),(0"’1(2.2)*3’,4.2#5$.1)2)6$(

+KL49E0/
!!"#"$%&’(")*"%+,-$%./#0$)121"+3+4/&$3$)15+3/*/&$3617&$*/+)"8+7*’9"#*:)/;"%#/*<"(’+)4=/)4"$$@A&"(’/)$#

072#,’/#&M4650;(1<(/3.0>9<3(.;0/0);797!07346N079<O634(>(1?0.P973Q49)(7(Q4;!<0//69346.N6<(OQ.646/>6>)9R6
3469/3-939(/9730/>6OQ9.9<0)/09:6>90)6<39<7(1S6.0<)93-7!/(.)9R6346<(/<6Q39:60/>7Q6<-)039:6>90)6<39<7(1S6G6)!/(3
3(O6/39(/346>9<4(3(O9737(Q497O(10/<96/3T.66RL6/(*K3O-73N6-/>6.73((>1.(O346:965(1Q.0<39<0)>90)6<39<7N;
Q.0<39<0)349/R9/GO(>60/>Q.0<39<0))(G9<!9*6*34.(-G4346Q.0<39<0)50;(1<(/3.0>9<3(.;0/0);797*M46.6760.<49/3497
0.39<)6<0/46)Q3(<)0.91;7(O6O97-/>6.730/>9/G(134650;(1<(/3.0>9<3(.;0/0);7970/>(N309/0<(..6<3-/>6.730/>9/G(134650;
(1<(/3.0>9<3(.;0/0);797(1?0.P973Q49)(7(Q4;!549<4<0/N60QQ)96>3(<(OQ.646/>0/>0/0);U60))4-O0/<(/3.0>9<39(/79/346
4-O0/5(.)>!346Q.0<39<0).6)039(/749Q(1346-/93;(1(QQ(79367Q.(>-<6>0/>>6:6)(Q6>N;4-O0/0<39:93967*
8%(9),-2&Q.0<39<0)349/R9/GO(>6)4-O0/5(.)>)4-O0/<(/3.0>9<39(/)34650;(1<(/3.0>9<3(.;0/0);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