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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哲学界曾就共产党的哲学是不是斗争

哲学、斗争哲学是不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不是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以及斗争哲学的功过展

开了论辩。出于反思“左”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带来的危害，有一位学者先后发表了《反思“斗

争哲学”》《再评“斗争哲学”》两文，对上述四个问题中

的前三个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认为斗争哲学给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另一位学者有

针对性地发表了《“斗争哲学”辨》《“斗争哲学”再辨》，

同样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前三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但认为斗争哲学不但是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哲学理论，也是社会主义建

设必须坚持的哲学理论。对于两位学者的观点，学

术界有所回应，但有待全面深化。基于更全面和深

刻地回应二位教授的见解，笔者撰写了本文。

一、共产党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

题名为《反思“斗争哲学”》的文章，作者雍涛教授根

据毛泽东两次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从

而断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第一次是1945
年 4月 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

借用国民党邓宝珊将军的言论，从压迫和反抗压迫

的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表达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

哲学”。毛泽东在谈到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时应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时说，“讲到斗争，我

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

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

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

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

利于团结。……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

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

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

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

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

“斗争哲学”驳论

王向清 杨真真

【摘 要】针对有学者断言斗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的实质和核心等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题，有必要

进行回应。首先，共产党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哲学是实事求是。其次，断言斗争哲学是毛泽东的一

贯思想的见解存在三种错误：前后自相矛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再次，认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哲

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的论调与事实不符：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非一味强调斗争，毛泽东关于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不是以“斗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

【关 键 词】毛泽东哲学思想；斗争哲学；矛盾同一性；矛盾斗争性；实事求是

【作者简介】王向清(1960- )，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真真(1985- )，女，河南鲁山人，湘潭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湘潭 411105）。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

【哲学思想】

··4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毛泽东思想2019.4
MAO ZEDONG THOUGHT

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

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

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

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

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

的表现”。[1]316

第二次是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

份文件上的批语上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的话。中共中央书记处摘编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

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毛泽东为

这份文件撰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

批语。批语把彭德怀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对“大跃进”运动脱离实质情况的正确批评当成

右倾机会主义做了过火的批评。毛泽东说：“庐山出

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

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

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

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

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

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

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

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

点也不错。不过，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

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2]524-525

笔者认为，仅仅根据上述毛泽东的报告或批语

就断言他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论断是

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首先，毛泽东第一次讲“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

学”，这里的“哲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

义上的，是为了回击国民党邓宝珊将军的诋毁言论

的气头话。在这里，看不出毛泽东一味主张共产党

人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与和谐的意思。因为毛泽东

提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与国民党在结成

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

方针，就有团结、谦让的含义，绝不是一味主张斗

争。相反，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在国共两党关系方

面，国民党一直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共产党基

本上采取了限制、斗争的态度，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就是铁证。面对国民党人的残酷斗争，假如

共产党人像不争的羔羊，不举行南昌、广州、秋收等

武装起义，早被屠杀殆尽。

其次，1959年 8月 16日毛泽东的批语对彭德怀

的批判的确过火，将彭德怀的正直批评视为阶级斗

争的表现是错误的。但以毛泽东的话为根据，断言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论断，同样是不成

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仍

然是借用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口吻说的，带有回击的

意味，意指政治方面的斗争，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斗

争。所谓斗争哲学就是在把握对立统一规律时，将

矛盾斗争性理解为事物形成、发展、转化的唯一动

力，无视矛盾同一性在推动事物形成、发展、转化过

程中的作用。但实际上，毛泽东既看到了矛盾斗争

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这

一过程中的作用。《矛盾论》虽然隐含了矛盾的同一

性和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不是同样

重要的、斗争性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

根本动力的观点，但毛泽东在稍后撰写的《读艾思奇

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对此作了修正和补

充。在他看来，具体矛盾的斗争形式也是有条件的：

“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

具体的矛盾”，“依一时说，统一也是绝对的，斗争是

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才是绝对

的”。[3]374有学者根据《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也重视

对立面的统一性，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简

单称作是‘斗争哲学’，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他很明显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这正是他提出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立论根据。”[4]43

第二，毛泽东说与彭德怀等人的争论是阶级生

死斗争的继续，是从意识形态上讲的，不是从哲学意

义上说的。他在批语中提出了处理彭德怀事件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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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原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

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

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

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

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

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2]525

毛泽东虽然将彭德怀提出的不同意见当作阶级

斗争的表现，但指示在组织处理方面作为人民内部

矛盾看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仍然保留当事人适

当的政治待遇。雍教授对毛泽东批语中的这些主张

视而不见，草率地得出结论：“在这里，‘共产党的哲

学就是斗争哲学’，已不再是简单地借用别人的话

语，而是自觉地作了辩证法的论证。”[5]2

事实上，毛泽东也多次讲过在处理与矛盾对立

面的关系时应当采取退让、妥协的方针。1939年 2
月1日，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明确地说：“墨家的

‘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

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

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

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和不

及。”[6]128信中，毛泽东折中调和，反对过和不及。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

中，还提出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在处理与国民党的

关系时应遵循退让、合作的方针。他说：“我们的方

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

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

‘退避三舍’。……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

来’”。[1]326可以说，这三条方针基本上体现了退让、

合作的特点。

如果雍教授根据毛泽东两次借用国民党将军邓

宝珊的话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就肯定共产

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那么，笔者也可以根据毛泽

东的上述两次言论得出他的哲学是团结哲学、中庸

哲学。

王进教授的《“斗争哲学”辨》一文也引用了1945
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借

用国民党邓宝珊将军的言论，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

斗争哲学。他肯定毛泽东没有说错，并从四个方面

作了论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纲领决

定了它必然要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作斗

争，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它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然要同各种敌人和困

难作长期的斗争，在党内斗争中发展是共产党发展

的规律。[7]175-176乍一看，他给出的第二个论证是哲学

维度的，但论据却是作为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马克

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和革命的，说的也是政

治斗争。这就是说，上述四个方面说的斗争指向的

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思想斗争，而不是哲学意义上

的斗争，从这里推不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1945年，毛泽东代表共产党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

平谈判就是如此。蒋介石凭借自己的政治、军事、经

济方面的优势，在谈判中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其

中之一就是将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政府。对此，毛

泽东坚决不答应。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中国共产党

真心期望和平，同意国共双方按一定比例整编军

队。这实际上是在斗争的同时，又作了妥协和让步。

王进教授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

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矛盾的

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是理解斗争哲

学的一把钥匙。”[7]178-179这就是说，我国哲学界对矛盾

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王进教授肯

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受毛泽东

《矛盾论》的影响，我国哲学界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

性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矛盾同一

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无

条件的。这就是说，矛盾在展开、转化的过程中，斗

争性的地位比同一性重要。这种观点的论据是，矛

盾同一性有条件，而斗争性无条件。这一论证不成

立。一方面，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的存在、展开

都凭借特定的条件。失去特定的条件，两个事物便

无法构成拥有矛盾关系的对立统一体，矛盾关系也

就无法形成。当矛盾不存在时，也就不存在矛盾的

同一性和斗争性。承认矛盾的存在和展开是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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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应当承认它具有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两种基本

属性都是凭借一定条件才能存在。因而，不能说矛

盾的同一性有条件、斗争性无条件。另一方面，矛盾

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同一性是

排斥、分离中的同一，离不开斗争性，斗争性也是吸

引、结合中的斗争、离不开同一性。既然主张矛盾同

一性有条件、矛盾斗争性无条件的论点不成立，那

么，以此为论据主张矛盾同一性相对、矛盾斗争性绝

对的观点也就不成立。前文已经指出，毛泽东在《读

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已修正了《矛盾

论》中关于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原理的见解。

因此，王进教授将其作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的理论依据也是不成立的。

“共产党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是一个否定命

题，只表明共产党的哲学不具有“斗争哲学”的属性、

但没有揭示它具有哪样的属性。那么，共产党的哲

学具有何种属性呢?笔者赞同刘歌德教授的观点，

“共产党的哲学是实事求是”。[8]61

二、“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

雍教授在《再评“斗争哲学”》一文中断言，“斗争

哲学”不是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而是他的一贯思

想。[9]184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只在两个场合借用国民

党官员的话语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这对

于他的全部著作来说只是“片言只语”，不能说是他

的一贯思想。雍教授认为这一见解不对，虽然毛泽

东只在两个场合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

话，但非常有代表性，能够证明毛泽东的“共产党的

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观点。在他看来，1945年4月那

次报告“是从压迫和反压迫的阶级斗争角度讲共产

党人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必须坚持‘斗争哲学’”。

1959年8月份那次批语“从‘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的阶

级斗争的反映’的角度讲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并且对它作了辩证法的论证：矛盾斗争是永远的，社

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阶级斗争也是永远的。这

两段话的基本思想是把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共产

党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这个观点来看，

‘斗争哲学’决不是‘片言只语’，而是毛泽东自始至

终的一贯思想”。[10]184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和概括的公式存在以下

错误。

首先，前后自相矛盾。雍教授在《武汉交通科技

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刊发了题名为《世纪之交的

毛泽东哲学研究》。文章从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研究方向，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视野，改进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围绕主题展开研究。从文

章的主题、立意、语言表达看，作者当年对毛泽东哲

学思想还是持肯定立场、积极态度的。文章在探讨

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时，对《矛盾论》有关矛盾

同一性、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的评价还是很公允的。“《矛盾论》的核心问题是矛

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

的思想，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作了很

好的论述。”该文也指出了《矛盾论》的不足，即忽视

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但这一不足很

快被毛泽东意识到，并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

书的批注》作了修正。前文对这种修正已有陈述，此

不赘述。该文指出，“毛泽东在实践中也十分注意斗

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是无条件、无根

据、无限制的一味斗争”。[10]2

这表明，雍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指出毛泽东

的《矛盾论》有夸大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

作用的倾向，但承认毛泽东很快修正了这一不足。

换言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肯定毛泽东的

《矛盾论》就是“斗争哲学”的代表作。而在十一年后

的2010年撰写的《再评“斗争哲学”》却断言《矛盾论》

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体现了典型“斗争

哲学”的特征。前者否认《矛盾论》片面强调矛盾的

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后者肯定《矛盾论》片面

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对同一个

命题既否定又肯定，犯了前后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其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在第一次承

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时，不但阐述了共产

党人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要“争”、要斗争，但也

讲过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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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节就是适可而止，

注意团结，不能让统一战线破裂。雍教授对毛泽东

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要注意团结的话语视而不见，

竟然得出了在毛泽东心目中“矛盾”等于“斗争”的结

论，这是有意的割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此为

根据得出“斗争哲学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的论点不能成立。

最后，以偏概全。如上所言，毛泽东的论著、谈

话中，只有两处谈到“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也

许觉得从两次言论中得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

至终的一贯思想有点不靠谱，作者竟然从两处言论

中概括了一个蕴涵“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

一贯思想的一个公式。笔者在前文已经分析这个公

式的第一个“等号”就不成立，从这个不成立的公式

不能推断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

想”。但作者却认为这个公式是成立的，除了列举毛

泽东两次谈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外，还搜

集了毛泽东若干次强调矛盾斗争性的言论，作为承

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论据。《反思“斗争

哲学”》一文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初步接受马克思

主义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

后十多次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就得出

“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的判断。

与毛泽东80多年的人生旅途比，这一全称判断犯了

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笔者阅读了毛泽东的论著，搜集到了他多次强

调矛盾的同一性的言论。

1937年 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这一唯物辩证

法名篇中对矛盾的同一性就给予了关注。在他看

来，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贯

通、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合作的情形。同一性

的作用就在于根据一定的条件将对立双方组成矛盾

统一体，并依据一定的条件促成事物转化。

1957年 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的观念，

这种形而上学体现于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

教程》中有关辩证法四个特征的表述。“他第四条讲

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

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

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

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11]194在这里，

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无视矛

盾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思想，肯定了矛盾的同一性。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

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

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

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11]213在

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与

人民内部矛盾，并且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

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

据此，他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针：用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们思想观念方面

矛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理学术争论

领域的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处理人

民内部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以“长期共存、相互监

督”的方针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从上面的材料看，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认可了

矛盾同一性及其作用，而且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

去指导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断言“斗争哲

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的论点存在以偏

概全的逻辑错误，是不能成立的。

王进教授在《“斗争哲学”辨》和《“斗争哲学”再

辨》两篇文章中都坚持了“斗争哲学”是毛泽东一贯

的哲学思想的观点。笔者认为，王进教授无视毛泽

东主张在处理与对立面关系时应妥协、退让的观点，

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刘歌德教授认为，

“实事求是”而非“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整个思想的实

质和核心，但毛泽东一贯主张和实践“斗争哲学”。

笔者认为，刘歌德教授的见解前半句正确，后半句错

误。如果毛泽东一贯主张和践行“斗争哲学”，那“斗

争哲学”而非“实事求是”才是其哲学的实质和核

心。因为如果毛泽东一贯主张和实践“斗争哲学”，

就不会根据实际情况将斗争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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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在对敌斗争中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了。

三、“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

核心

雍教授断言，“‘斗争哲学’不仅是毛泽东的一贯

思想，而且是他的整个思想的实质和核心”。通过对

毛泽东注重矛盾斗争性、注重阶级斗争言论的梳理，

他断言：“对毛泽东来说，‘斗争’不仅仅是一个词而

已，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他至死念念不忘的

人生信条。”[9]185在他看来，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

的整个体系就是以“斗争”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人民

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事战略战术，关于党

的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设

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工作的理论都是建立在

“斗争哲学”这一基础上的。而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强调了矛盾斗争的

绝对性、阶级斗争的永久性。

笔者认为，雍教授断言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

就是以“斗争”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

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不是一

味主张斗争的理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

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

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

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

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

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明确规定了工农之间

实行联盟、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经济纲领则规定了要保护民族工商业；而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纲领则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以上这些规定均属兼容、合作的内容，照顾到各革命

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像雍教授所讲的那样，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都是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

其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不是以“斗争哲学”为理论基

础的。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陈晋研

究员概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十大理

论贡献：(1)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

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2)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3)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和主要矛盾理论，为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4)提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

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的理论。(5)提出社会主

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

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6)提出社会主义建设

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

方针。(7)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

(8)提出搞好民主集中制，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9)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10)提
出保持“两个务必”、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等

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12]38-41仔细审视毛泽

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十大理论、看不出它们

是以“斗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而是强调营造和谐

的社会环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关于

军事战略战术，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工

作的理论更不是建立在“斗争哲学”基础之上的，限

于篇幅，这里不作一一阐释。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主张“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

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对对立

统一规律的理解和运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从

理论上来说，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形成、

··5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毛泽东思想 2019.4
MAO ZEDONG THOUGHT

展开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但在推进事物质

变方面，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大于矛盾同一性。因此，

不存在所谓的“斗争哲学”和“和谐哲学”。所谓“斗

争哲学”与“和谐哲学”只不过是人们在运用对立统

一规律指导实践活动时表现的一种价值偏好。前者

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更注重革命、斗争的一面。在

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

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侧重于运用矛盾斗争性的理论与

敌人进行斗争，但也不否定必要的、暂时的妥协、退

让。后者是在实践活动中更注重合作、团结的一面。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人们在运用对立统

一规律指导实践活动时，侧重于合作、团结的方面，但

并不是不要斗争，放弃斗争。这种斗争体现在多方

面：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二

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帮助贫穷农民脱贫的斗争；三是在

廉政建设领域同贪污腐败分子的斗争；四是保护环

境、建设美好家园的斗争；五是同国际霸权主义的斗

争等。因此，绝不能人云亦云地提倡“和谐哲学”，而

应当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注意斗争和合作的统一。

绝不能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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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tation of that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s“Struggle Philosophy”

Wang Xiangqing Yang Zhenzhen

Abstract：It is necessary to respon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some scholars assert that struggle philosophy is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y, and take it to negate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a struggle philosophy but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Secondly, there are
three mistakes in asserting that struggle philosophy is Mao Zedong’s consistent thought: inconsistent and self-contra⁃
dictory; seizing upon one point and ignoring the overall picture; over-generalization. Thirdly, the argument that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is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Mao Zedong Though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Mao Zedong’s theory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does not emphasize the struggle. Mao Zedong’s theory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
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based on the“philosophy of struggle”.

Key words：Mao Zedong’s philosophy thinking; struggle philosophy; contradiction identity; contradiction struggl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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