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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及其版本研究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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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ꎬ在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

重地位ꎮ 实践的观点在 １９７８ 年真理标准讨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对于完成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工

作重心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ꎮ “湖南为客动经春ꎬ燕子衔泥两度新”ꎬ实践的观点在这两次大的理论创新中

都达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效果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ꎮ «实践论»和实践的观点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ꎮ 与此同时ꎬ我们也应看到ꎬ反对教条主义ꎬ不仅要从实践层面釜底抽薪ꎬ还
要从认识层面加以克服ꎬ否则ꎬ旧的教条主义去了ꎬ新的教条主义还会产生ꎮ 从根本上讲ꎬ实践论和辩证法是一

个铜板的两面ꎬ二者并行不悖ꎬ相辅相成ꎬ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ꎮ 如果允许试错(即实践)ꎬ它不就是辩

证法吗ꎬ实践即辩证法ꎻ如果不允许试ꎬ不允许闯ꎬ搞唯我独尊ꎬ不搞百花齐放ꎬ实行的就是教条主义ꎮ 前者使得

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ꎬ后者使得我们的道路越走越窄ꎮ
〔关键词〕«实践论»ꎻ真理标准ꎻ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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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实践论»背景、内容、意义的研究可谓

不胜枚举ꎬ为了区别于其他文章ꎬ本文试从思想

史角度ꎬ包括运用思想史方法ꎬ将传承和创新的

思路讲清楚ꎬ这是考虑的首要目标ꎮ 同时反思一

种历史现象ꎬ即为什么旧的教条主义去了ꎬ新的

教条主义还会出现ꎬ难道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还不够健全? 如此反复ꎬ难道它是希腊神话传说

中海德拉那颗砍不死的头颅ꎬ而我们也做不到像

赫拉克勒斯那么彻底?

当然不是ꎬ因为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ꎮ
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彻底的、开放的ꎬ马克

思主义理论创新来源于挑战ꎬ包括实践、认识和

方法的挑战ꎬ挑战越大ꎬ理论创新程度也越高ꎮ

一、提出问题

纵观党的历史ꎬ不难发现ꎬ任何时候只要坚

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ꎬ坚持群众路

线ꎬ党的事业就能蒸蒸日上ꎬ即使处在艰难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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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也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ꎬ克服重重困

难ꎬ不断走向胜利ꎮ 试想ꎬ党的思想路线端正了ꎬ
工作作风转变了ꎬ党心民心也就凝聚起来了ꎬ还
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反过来ꎬ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就会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ꎮ

无数历史事实都表明ꎬ对党的事业危害最大

的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人民疾苦的教条

主义ꎮ 在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时期ꎬ曾高举起

反教条主义的大旗ꎬ旗帜鲜明地提出检验真理的

实践标准ꎮ
一是延安时期ꎬ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错误思想ꎬ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ꎮ 我党的

理论自信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ꎬ而中国化

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标准ꎬ它为革命事业取

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ꎮ 不难看出ꎬ
«实践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ꎮ

二是 １９７８ 年重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ꎬ完成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ꎬ为改革开

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ꎮ 邓小平在 １９９２ 年从

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ꎬ提出要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

摇ꎬ既要反 “左” 又要防右ꎮ 我们既有 (来自)
“左”的干扰ꎬ也有右的干扰ꎬ但最大的危险还是

“左”ꎮ “左”就是不问民间疾苦ꎬ不反映人民群

众利益的教条主义ꎮ
上述两个时期ꎬ分别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

期ꎬ彼此环境和条件差别很大ꎬ但是思想路线始

终如一ꎬ都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ꎬ都把教

条主义当作最大危害ꎮ 这种一贯性和持续性ꎬ是
非常令人称道的ꎮ

众所周知ꎬ我们所讲的理论ꎬ当然是指包含

了实践的理论ꎬ不是呆板的没有实践内容的理

论ꎬ理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ꎮ 一个在现实

面前寸步难行的理论根本就称不上是理论ꎬ只能

称之为纸糊的老虎ꎬ装腔作势罢了ꎻ实践也不意

味着蛮干ꎬ而是有理论指导的行动ꎬ可见ꎬ理论与

实践二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ꎬ事实上也不可能完

全割裂开来ꎮ 然而ꎬ上述两次大的理论创新都义

无反顾地将理论回归到实践上ꎬ这又有何说道

呢? 难道理论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涵

盖实践吗?
事实上ꎬ这里提出的实践标准ꎬ并非舍弃理

论而回归经验主义ꎬ而是要使理论磨砺得更有普

遍性ꎬ涵盖更多实践的内容ꎬ即不仅要解释得了

过去ꎬ还能指导得了实践ꎬ为当今的行动提供指

南ꎮ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

一条所列的ꎬ“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ꎮ”如果理论中看不中

用ꎬ在实践当中迈不开步ꎬ指导不了行动ꎬ实际上

已经失去了价值ꎬ还有什么用呢?
理论要管用ꎬ不能滥竽充数ꎬ蒙混过关ꎮ 实

践标准是对理论提出的根本要求ꎬ它所反对的是

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ꎮ 邓小平对改革成败提出

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ꎻ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ꎻ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ꎮ 这就是实践

标准ꎬ它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创新ꎮ

二、«实践论»的版本问题

«实践论»有三个标志性版本ꎮ
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翻印

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出版年代不详)ꎬ
记录的是“１９３８ 年 ４ 至 ６ 月在«抗战大学»第 ６
至 ８ 期连载的内容ꎬ讲授时间是 １９３７ 年 ７、８ 月

间”ꎮ 像这样的翻印本有很多ꎬ如八路军办事处

就翻印过ꎬ１９４６ 年大连的大众书店也正式出版

过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实践论»在解放前并非单

独成篇ꎬ而是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

二章第十一节形式出现ꎮ〔１〕

毛泽东理论创新最活跃的时期从 １９３６ 年开

始ꎬ到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日军侵华为止ꎬ此后他的精力

就转向其他更加实际的工作上ꎮ 这种理论创新

是有的放矢的:一是总结革命策略ꎬ分析当前形

势ꎬ指导革命行动ꎻ二是回击“山沟沟里出不了马

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ꎬ回击的办法就是实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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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ꎬ它的利剑是反对教

条主义ꎮ 教条主义害死人ꎬ中国革命实践已经为

此付出了惨痛代价ꎬ然而ꎬ反对教条主义必须要

有理论创新去取代它ꎮ
上述这段时期ꎬ毛泽东阅读了他所能收集到

的大量哲学书籍ꎬ集中进行理论思考ꎬ结论就是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

的”ꎮ 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 ６００ 多页大部头著作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ꎬ由苏联“少壮派哲学家”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六人合著ꎬ ２７ 万字ꎮ 它是第

一部译成中文的苏联哲学教科书ꎬ由李达和他的

学生雷仲坚译自日文ꎬ１９３２ 年 ９ 月由上海笔耕

堂出版ꎬ在知识界影响颇大ꎮ 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致易礼容的信中表达想与译者建立通讯

联系的殷切愿望ꎬ“我读了李之译著ꎬ甚表同情ꎬ
有便乞为致意ꎬ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ꎮ”

据李达在«译者例言»介绍ꎬ该译著是苏联

“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ꎬ是辩证法唯物论的

系统说明”ꎮ 毛泽东到达陕北之后才读到这一著

作ꎬ前后阅读了四遍ꎬ作了大量批注ꎬ联系批判

“中国的主观主义”ꎬ有的放矢ꎮ 毛泽东读的是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第三版和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第四版ꎬ第一

遍用铅笔划ꎬ几乎每页都有ꎬ最后一遍用毛笔划ꎬ
以突出重点ꎮ 第三版有 １. ２ 万字批语ꎬ最长的一

条是 １２００ 字ꎮ
毛泽东最早是在红军大学(抗战时改为抗日

军政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ꎬ以
后在陕北公学讲哲学ꎮ 据成仿吾(当时陕北公学

校长)回忆ꎬ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北公学讲哲学时

就宣称ꎬ“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

题ꎮ”这个所谓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指的就是唯物

论和辩证法ꎮ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了之后ꎬ接着

又在抗大讲ꎮ 讲课通常只列简明提纲ꎬ提纲发给

学员供讨论用ꎬ自己讲完三十分钟之后让学员提

问ꎮ 所以ꎬ当时的讲授提纲不会是目前所见的那

个样子ꎬ没有那么详实ꎬ一定是后来补充完善的ꎮ
第二个版本(１９５０ 年版本)是最后定本ꎬ保

留至今ꎮ 而且ꎬ俄文版还早于中文出版ꎮ １９４９

年底至 １９５０ 年初毛泽东访苏ꎬ应中方请求ꎬ苏联

派马列主义研究专家尤金院士对«毛泽东选集»
进行把关ꎬ同时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ꎮ
因此ꎬ尤金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定

稿工作ꎬ这样毛泽东的文章就被译成俄文ꎮ «毛
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基本上是边整理边翻

译ꎬ整理好的篇目由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译

成俄文ꎬ尤金不仅指导中文的整理编辑ꎬ还审阅

译成俄文的篇目ꎬ在理论上把关ꎮ “两论” («矛
盾论»和«实践论»)经由费德林译成俄文ꎬ送到

了斯大林那里ꎬ又经联共(布)政治局决定ꎬ刊登

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ꎮ 其中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第

２３ 期全文刊登«实践论»ꎬ紧接着出俄文单行本ꎬ
而此时中文版«毛泽东选集»还没有正式出版ꎮ
«矛盾论»较长ꎬ在 １９５２ 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９、１０ 期上连载ꎮ 所以ꎬ这应该算是国际版ꎬ不仅

编辑的力量ꎬ连出版的方式也具有国际性ꎮ 当年

在抗大聆听过毛泽东讲授提纲的胡耀邦对«实践

论»佩服不已ꎬ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来还啧啧称赞ꎬ
“简直增减一字都不行ꎮ”

苏联发表«实践论»的同时ꎬ«真理报»还配

发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ꎬ
概括了写作背景、内容和阐述形式ꎬ认为“毛泽东

同志在著作中简洁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

识论———反映论ꎮ 在他的著作中ꎬ发展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ꎬ关于实践

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ꎬ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

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事党务繁忙ꎬ毛泽东只在

选稿和确定篇目上提出一些意见ꎮ 抗美援朝三

次战役结束后ꎬ朝鲜战局基本稳定下来ꎬ毛泽东

才腾出时间ꎬ带上几位秘书ꎬ到石家庄郊外一栋

临时装上暖气的房子静下心来审定已经排印好

的 １００ 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清样稿ꎮ 修改大

多是文字性的ꎬ只有个别文章内容作了补充和修

改ꎬ同时为一些文章作了注释和题解ꎬ使得内容

和文字更加周密完善ꎮ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３０ 周年ꎬ从 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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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月开始ꎬ经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

卷若干篇文章ꎬ提前在«人民日报» 陆续刊载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毛泽

东选集»第一卷ꎮ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ꎬ«毛泽东选集»第
二卷出版ꎮ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出版ꎮ 前三卷出版后ꎬ毛泽东非常重视第四卷的

编辑工作ꎮ 在几位同志编好后ꎬ毛泽东对所有入

选文章都要通读定稿ꎬ到 １９６０ 年出版了第四卷ꎮ
一至四卷出版后ꎬ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ꎬ因此ꎬ
从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起ꎬ又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ꎮ 此

后«毛泽东选集»又经过了多次修订ꎮ 但再怎么

修订ꎬ«实践论»基本没有改变ꎮ
第三个版本ꎬ就是目前大家都在寻找的从提

纲到成文的过渡本ꎬ它对于描述«实践论»形成

史乃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史都非常重要ꎮ 有些

人认为ꎬ«实践论»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版本ꎬ第二

个版本就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直接将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第二章第十一节

“实践论”直接加工成单篇文章ꎬ仍以“实践论”
为名ꎮ 比较现有的 １９４６ 年版本和 １９５０ 年版本ꎬ
内容基本相同ꎬ只有一处大的和几处极小的删

除ꎬ这说明早于 １９４６ 年«实践论»就已定型ꎬ现在

是要找到比这更早的版本ꎬ哪怕是历史考证版ꎬ
也好确证«实践论»究竟是在哪个阶段完成的ꎮ
只有确定了写作年代ꎬ才能了解«实践论»是如

何完成的ꎬ有哪些人协助整理ꎮ

三、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触及

认识论的“真”和真理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ꎬ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

宿ꎬ这一点在«实践论»中强调得特别充分ꎬ对于

理性没有充分展开来论证ꎬ相形之下显得薄弱得

多ꎬ没有反映认识论的全貌ꎮ 因此ꎬ取名实践论ꎬ
是有道理的ꎬ专讲实践的作用ꎮ 至于整个认识

论ꎬ还是要落在怎么样识别真假、是非、对错、善
恶这些根本任务上ꎬ涉及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

价值判断ꎮ 至于实践ꎬ在整个认识论当中并不算

主角ꎬ完全被实践论所取代ꎬ那就不成其为认识

论ꎮ
事实判断、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历史认识

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事实判断ꎬ通过对史料

的辨析获得的对历史事实的认识ꎬ目的在于求得

历史事实的真相ꎬ事实判断是基础ꎬ成因判断是

关键ꎬ价值判断是归宿ꎮ 第二层次是因果判断ꎬ
即在已经确认的事实基础上对各个事实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规律的认识ꎮ 因果判断是在完成了

事实判断以后ꎬ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实作出解

释ꎬ因果判断就是对历史事实出现的原因作出判

断ꎬ对事实出现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作出判断ꎮ 第

三层次是价值判断ꎬ在前两个层次的认识基础上

对历史上出现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等进行

评价ꎬ作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判断ꎮ 为此ꎬ康
德完成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三大批判ꎬ
涉及上述真假、是非、对错、善恶ꎮ

所谓批判就是认识到认识本身的边界和局

限ꎬ知止而后有定ꎬ没有界限任由某个方面无限

扩大ꎬ高估了单方面的能力ꎬ导致自我认识的恶

性膨胀ꎮ 有了这种批判ꎬ人获得自知能力、知耻

能力ꎮ 要完成这样的批判ꎬ还得靠理性这把犀利

的剃刀ꎬ破除一切预设的前提ꎬ穷根问底跳出被

假象和谎言所包围的陷阱ꎮ
理论彻底性与实践彻底性并行不悖、相得益

彰ꎮ 其中ꎬ理论的彻底性就是指它的开放性ꎬ不
预设任何前提ꎮ 真理总是(会)越辩越明ꎬ只要

公开了ꎬ阴谋就会大白于天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中“论形式逻辑”一节在«矛盾论»正式成文时遵

照毛泽东的意见删除了ꎬ而形式逻辑恰恰是理性

认识的重要基础ꎬ也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ꎮ 毛泽

东在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８ 日致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

说:“论形式逻辑后面几段ꎬ词意不畅ꎬ还须修改ꎮ
其他部分也须作小的修改ꎮ” 〔２〕 仅仅因为太像哲

学教科书而要舍弃吗? 恐怕不尽然ꎮ 类似情形

也曾出现在苏联ꎬ形式逻辑一度被看作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而被辩证逻辑所取代ꎮ 若是追溯起来ꎬ
否定形式逻辑ꎬ在历史上也并非新鲜事ꎬ而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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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之ꎮ 像名家ꎬ历史上就被看作是诡辩ꎬ以至

于失传ꎬ后继无人ꎬ诸如白马非马之类的争辩被

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诡辩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ꎬ«实践论»的历

史作用主要是用来反对教条主义ꎬ而在 １９６３ 年ꎬ
它又被赋予了新使命ꎬ跟反教条主义一点都不沾

边ꎮ 对此ꎬ我们只要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

来的»的来龙去脉就更加清楚了ꎮ 从内容上讲ꎬ
１９６３ 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千字

短文是对«实践论»更集中的概括ꎮ 人的正确思

想ꎬ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ꎬ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中来ꎮ “全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ꎬ理论只有来源于

实践、作用于实践ꎬ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ꎮ 讲

的还是实践论ꎬ是以实践为主体的认识论ꎮ 文章

对人们的认识过程作了简要概括ꎬ对主观与客

观、物质与精神ꎬ特别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作了

辩证说明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

理ꎬ批驳了认识论根源上的唯心主义观点ꎮ
这篇文章是怎么得来的?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毛泽

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

会议ꎬ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ꎬ即“前十条”ꎬ号召开

展“社教”运动ꎮ 这篇文章即从«决定»中一段文

字抽出来单独发表的ꎮ
关于此文的写作背景ꎬ还需要加长镜头ꎮ 重

提阶级斗争是在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北戴河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ꎬ而此前的 ６ 年时间(从 １９５６ 年八大算

起)ꎬ都讲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建设方面ꎬ
因此才要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ꎮ
但是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遭受了挫折ꎬ经过三年调

整ꎬ经济有所恢复ꎮ １９６２ 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

大会”上作了检讨ꎬ认为自己负主要责任ꎬ但不同

意“三面红旗也否了ꎬ地也分了”这种做法ꎬ认为

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没有顶住ꎬ倒退了ꎮ 同

年 ９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决定发动“社教”运动ꎬ毛
泽东明确讲ꎬ“要花几年功夫ꎬ对干部进行教育ꎬ
要不然ꎬ搞一辈子革命ꎬ却搞了资本主义ꎬ搞了修

正主义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ꎬ毛泽东提出了“阶
级斗争要年年讲ꎬ月月讲ꎬ天天讲ꎬ不然我们这样

的国家ꎬ还会走向反面”ꎮ “前十条”就是在这个

大背景下产生的ꎮ 现在学术界争论的是ꎬ这场运

动(指社教运动)所反对的究竟是官僚主义还是

资本主义ꎬ抑或是官僚资本主义? 但不管是哪种

情形ꎬ很显然都跟教条主义无关ꎮ 也就是说ꎬ主
要用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践论»不再是用作反

对教条主义ꎬ而是被赋予了其他新的使命ꎮ 直到

１９７８ 年真理标准讨论ꎬ«实践论»才再次回归它

的本色ꎮ
不可否认ꎬ实践标准是反对教条主义最犀利

的武器ꎮ 但是ꎬ辩证法又何尝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呢?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毛泽东请专家学者到中南

海谈形式逻辑ꎬ就谈到“教条主义的亏ꎬ我们吃得

太多了ꎬ不能老是照搬照抄苏联的ꎬ要走我们自

己的路子”ꎮ 主张“学术问题不能搞一花独放ꎬ
要百花齐放ꎬ百家争鸣”ꎮ 这里ꎬ用的就是辩证法

思维方式ꎮ
实际上ꎬ实践的观点和辩证法二者并行不

悖ꎬ试想ꎬ允许试错(即实践)ꎬ不就是辩证法吗?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路 (反教条主

义)ꎬ要大胆地试ꎬ大胆地闯ꎬ杀出一条血路(实
践即辩证法)ꎮ 不允许试ꎬ不允许闯ꎬ搞唯我独

尊ꎬ不搞百花齐放ꎬ实行的就是教条主义ꎮ 前者

使得路越走越宽ꎬ后者使得路越走越窄ꎮ

四、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性和彻底性

显然ꎬ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辩证法的认识仍停

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ꎮ 尽管总是将“一分为二”
挂在嘴边ꎬ但它到底是“一”还是“二”ꎬ却经常争

得面红耳赤ꎬ公说公有理ꎬ婆说婆有理ꎬ并无一致

的结果ꎮ 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问题ꎮ 辩证法不是

抽象的ꎬ仅停留在思维方式之中ꎬ它之所以能独

树一帜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ꎬ首先在于事物发

展在具体的空间和时间中展示出了这种特征ꎮ
历史辩证法就是加入了时间因素的辩证法ꎮ 通

过历史辩证法能够更好地揭示辩证法的属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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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简言之ꎬ就是对历史正

反两面经验教训的总结ꎮ 它的实践性和彻底性

毋庸置疑ꎮ 历史就是发生了的事实ꎬ每一件事都

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ꎬ哪怕像王莽那样伪善ꎬ跟
舞台戏剧表演还是两码事ꎮ 历史的彻底性就在

于它反复地证明一个规律ꎬ纠缠来纠缠去ꎬ像翻

烙饼似的ꎬ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ꎬ不打开这个结

永不罢休ꎮ 难怪几千年中国史会那样跌宕起伏ꎮ
历史辩证法虽然隐于幕后ꎬ但永远不缺席ꎮ

虽然历史辩证法这一观念迟至 １９ 世纪才形

成ꎬ但它的实际作用并非自那时始ꎮ 中国有着几

千年的文化积淀ꎬ文王拘而演«周易»ꎬ就是在推

演历史轮回变化的周期ꎻ仲尼厄而作«春秋»ꎬ很
有担当地将那些反面教材钉在历史耻辱柱上ꎬ非
常执着ꎬ不怕得罪人ꎬ使得历朝历代乱臣贼子有

所忌惮ꎮ 无论是«春秋»还是«史记»ꎬ或是«资治

通鉴»都在扣其两端ꎬ始终有一条历史中心线隐

约其中ꎬ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讲的“执中”ꎮ 在«老
子»的五千言中ꎬ更是直呼其为“道”和“德”ꎮ 所

谓“德”ꎬ即得或达也ꎬ仍然是道的意思ꎮ 道从何

而来ꎬ就从扣其两端而来ꎬ没有比较就没有甄别ꎮ
这是历史辩证法的第一层意思ꎮ

第二层意思ꎬ历史辩证法的本意是要通过正

反两面的间接经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ꎬ不是只有

经历失败才能走向成功ꎬ而是尽可能地避免失

败ꎮ 历史不允许犯同样的错误ꎮ 这是孔子、司马

迁、司马光等一干人写作的用心所在ꎮ 马克思曾

引用过黑格尔的话ꎬ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反复

出现ꎬ第一次是正剧ꎬ第二次就成了滑稽戏ꎮ 林

肯说ꎬ你可能蒙骗一时ꎬ也可能对某些人蒙骗一

世ꎬ但无法永远蒙骗所有的人ꎮ 第一次或许还有

人心存幻想ꎬ侥幸得手ꎬ第二次骗子在众目睽睽

之下就很难得手了ꎬ如果还是上当受骗ꎬ那么连

受骗者都成了笑料ꎮ
扣其两端ꎬ目的在于执中ꎬ把握历史主线ꎬ避

免重犯前人的错误ꎬ这才是正道ꎬ也是辩证法的

诉求ꎮ 前人犯过的错误还用得着再犯吗ꎬ那就用

不着历史辩证法了ꎮ 史家一心所要维护的就是

这样一个道统ꎬ而不是别的什么“统”ꎬ更不是只

要江山坐得稳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偏

力、用蛮劲ꎮ 如此冤冤相报ꎬ势必不可能有一个

可持续的稳定秩序ꎮ 中国历史上法家成就再大ꎬ
都只能算一个极端ꎬ以偏纠偏ꎬ而不能称为道统ꎮ
事实上ꎬ法家少有善终的ꎬ几乎无一例外都遭秋

后算账、拨乱反正ꎮ
有人认为统合才是正道ꎬ有人认为仁义才是

正道ꎬ其实不然ꎬ走向反面的例子多如牛毛ꎬ因此

不能只说一面而隐瞒另一面ꎬ认为这就是历史辩

证法昭示的结果ꎬ结果恰恰证明这只是历史的一

个极端ꎮ 中国史有近乎一半时间处于武装割据

状态ꎬ形同散沙ꎬ大的乱世有春秋战国五百多年

(公元前 ７７０—２２１)ꎬ从董卓乱政开始的魏晋南

北朝四百多年ꎬ 没有真正统一过ꎬ 其中三国

(２２０—２８０)、东晋及十六国(３１７—４２０)是最乱

的ꎬ唐朝末年藩政割据到五代十国也有近百年乱

世(９０７—９７９)ꎬ再就是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清末民

国ꎬ杀伐现象更是变本加厉ꎬ另一半时间则处于

统合状态ꎬ高度集权ꎬ所以只讲一面是不完整的ꎮ
难道几千年这种分分合合、大开大合的场面还不

足以揭示历史辩证法的真谛吗?
与此相类似ꎬ汉以来统治者标榜的仁义之道

也是一样ꎬ欺世盗名而已ꎬ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

不止ꎬ吃亏的总是老实人ꎬ汉宣帝教训太子“柔仁

好儒”之弊ꎬ道出真相:“汉家自有制度ꎬ本以霸

王道杂之ꎬ奈何纯任德教ꎬ用周政乎?”原来如此ꎮ
鲁迅讲礼教杀人ꎬ让老百姓吃人血馒头ꎮ

历史就像钟摆那样ꎬ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转向

另一个极端ꎬ来回往复ꎬ即便如此ꎬ它也跳不出地

心引力ꎬ只能围着它转ꎮ 历史周期律也表现如

此ꎬ看清楚了整个历史进程之后ꎬ就不容易偏执

走极端ꎮ 历史辩证法的真谛就在于ꎬ除非消除异

己ꎬ完全同一化ꎬ否则ꎬ历史的钟摆始终有一个向

心力ꎬ那就是形成合力ꎬ只有合力才有最大的生

产力ꎬ离这个中心点越近ꎬ合力越大ꎬ离这个中心

点越远ꎬ合力越小ꎮ 历史辩证法所传授的全部智

慧就在这里ꎮ 如何让分头使力的各种极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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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罢、势力也罢)趋于一致ꎬ彼此从对方角度考

虑ꎬ求得各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ꎬ形成激

励ꎬ促进合力ꎬ这才是正道ꎮ
有鉴于此ꎬ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和要素生产力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让”ꎬ
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

相迸发ꎬ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ꎬ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ꎬ这就是

合力ꎬ而形成合力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要素生产力二者之间具有

内在紧密的逻辑关系ꎬ新中国七十年不断探索的

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么样提供一套有效激励机

制ꎬ不断扩大协作关系ꎬ形成最大的合力ꎮ 这个

问题解决了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走出来

了ꎮ 理论自信需要在实践自信中找到归宿ꎬ同时

赋予它新的动力和活力ꎮ
合力创造生产力的典型例子之一是义乌小

商品市场ꎬ费孝通先生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
六字ꎬ非常到位ꎮ 这些前店后厂的小作坊ꎬ仅有

几台机床而已ꎬ毫不起眼ꎬ但它们所创造的生产

力总和ꎬ足以与任何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相匹

敌ꎮ 试问ꎬ它怎么就能创造那么大生产力ꎬ形成

那么高的产值和效率呢? 第一ꎬ从交换关系横剖

面纵向的深度来看ꎬ具有高效的自我激励机制ꎬ
可以 ２４ 小时加班ꎬ并且都是自觉自愿的ꎬ丝毫不

存在任何被迫现象ꎮ 第二ꎬ从交换关系的广度来

看ꎬ作坊与作坊之间形成广泛的分工协作关系ꎬ
协作程度之高ꎬ令人叹为观止ꎮ 任何一项加工品

从设计到批量生产都能够在 ２４ 小时内完成ꎬ这

就是它的合作规模和效率ꎬ也是它的成功之道ꎮ
换作任何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ꎬ未必有它那么高

的效率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从对方角度考虑形成各方都

能接受的方案ꎬ并不是要求舍弃自我ꎬ放弃自身

利益ꎬ而是为了更长久的持续的利益ꎻ也不是否

定斗争的必要性ꎬ而是要明确斗争是手段不是目

的ꎬ目的是形成最大的合力ꎮ 其主次、轻重、层次

是分明的ꎮ 越能被普遍接受广泛认同ꎬ越接近于

历史辩证法的真谛ꎬ这跟平均主义无关ꎬ而跟公

平有关ꎮ
显然ꎬ手心手背有不同的赋权ꎬ要能摆得平ꎬ

着实不容易ꎬ但历史辩证法已深入到了制度稳定

性ꎬ而制度稳定性的根本要义就在于不因人而

异ꎬ避免看人下碟ꎮ 试以掌勺分羹为例ꎬ如何让

众人相安无事ꎬ相与无争? 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掌

勺者分到最后一杯羹ꎬ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ꎮ 这

是富有启发性的ꎬ不消除掌勺者特权ꎬ再怎么提

倡仁德爱心ꎬ讲尧舜谦让ꎬ都只有一时功效ꎬ不是

什么长久之计ꎬ因为缺乏制度保证ꎮ 离开了知止

而后定的准则ꎬ其他方案再怎么修改ꎬ都难以达

到令人满意的效果ꎬ只会引起更大的纷争ꎮ

注释:
〔１〕中央档案馆收藏有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 １９４０ 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

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ꎮ
〔２〕董边、镡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ꎬ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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