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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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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应用, 只有借助于辩证法 (恩格斯语 )

和认识论 (列宁语 ) 才是可能的。在建党前夕,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为了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 我们党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

(参见 5毛泽东文集6 第 1卷, 第 4页 ) 毛泽东的 5实践论 6 和 5矛盾论 6 就是为解决教条主义而

写作的。认真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历程及其经验, 对于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党同 /四人帮0 的斗争始终是围绕历史观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 /四人帮 0 始终坚持以

阶级斗争为纲, 以革命统率生产, 推行政治决定经济、政治脱离经济、政治不为经济服务的路线, 使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从 1975年 3月开始抓工作, 7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 不顾个

人安危, 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对 /四人帮 0 宣传的 /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 就是不革命,

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0 的谬论, 邓小平在 1975年 6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 中国这么多人口, 国民经

济搞不上去怎么行? /批 -唯生产力论 . , 谁还敢抓生产? 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

多得是应该的嘛, 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 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0 ( 5邓小平年谱6 上

卷, 第 56页 ) 为了对抗 /四人帮0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 他专门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

5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6 一文, 从理论上对 /以三项指标为纲0 进行了阐述, 突出强调要加快

发展生产力,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粹 /四人帮0 以后, 邓小平再次指出: /谁提发展生产力, 就被

说成是 -唯生产力论 .。这是我们同 -四人帮 . 的重大争论之一。0 (同上, 第 222页 ) 随后, 邓小

平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 /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 -四人帮 .

是不讲生产力的, 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 只强调上层建筑。0 (同上, 第 243页 ) 这些话揭

示了 /四人帮0 批判 /唯生产力论0 的实质, 即他们是借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很

显然, 能否从理论上阐明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革命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关系, 就成为唯物史观和

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 成为政治路线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理论前提。为此, 我们党进

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马克思认

为, 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之一, 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

恩格斯指出, 阶级斗争和革命 /仅仅是手段, 相反地, 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

段要具有大得多的 -基础性 . , 同样, 在历史上, 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

性。0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 第 3卷, 第 503页 ) 文化大革命中, /四人帮 0 用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

争为纲压制经济建设, 把邓小平关于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号召看作是 /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 0, 把党的

政治路线完全搞乱了。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思想顾虑, 邓小平多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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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1980年初, 他在谈到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发展动力问题时, 提出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理论: /革命是要搞阶

级斗争, 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 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 从历史的发

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0 ( 5邓小平文选 6 第 2卷, 第 311页 ) 邓小平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力革命关

系的论述, 首次从理论上回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问题, 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重大发展。

如果说 /唯生产力论 0 是 /四人帮0 划定的政治禁区, 那么, /顶峰论0、 /最高最活论 0 和

/绝对权威论 0 则是他们划定的思想禁区。林彪、 /四人帮0 提出 /语录标准 0, 把毛主席的话抽象

为绝对的普遍, 鼓吹 /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 0。 /两个凡是0 对 /四人帮 0 设定的禁区作了进

一步概括: 谁碰禁区, 就是同毛主席对着干,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例如, 1978年 5月 5日发表

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5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6、 5月 11日发表的 5光明日报6

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都被认为是砍旗、是针对毛主席的。针对这种情

况,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连续多次强调, /两个凡是 0 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

对, 一个人绝对正确, 没有这回事情。但是, 按照 /两个凡是 0 的逻辑, 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

不一致, 和华主席讲的不一致, 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 华主席没有讲的, 你讲了, 也不行。怎么

样才行呢? 照抄毛主席讲的, 照抄华主席讲的, 全部照抄才行。 ( 5邓小平年谱 6 上卷, 第 319页 )

/两个凡是0 的提出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联系到党内总有一些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特别是林

彪、 /四人帮 0 的 /顶峰论0, 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凝固化, 再到有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下禁令、

设禁区, 这一系列现象都是与 /两个凡是 0 一脉相承的。所以, 邓小平指出, 多年来, 存在一个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 ( 5邓小平

文选6 第 3卷, 第 291页 ) 历史证明, 这个问题始终是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针对 /四人帮0 的 /句句是真理 0 的谬论,

他提出了 /体系论0, 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 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

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针对党内某些人张口闭口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它的根本观点的现象, 他提

出 /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 0 的 /精髓论0, 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 它的精髓就是这四

个字。针对 /四人帮 0 把领袖只言片语奉为神化了的绝对律令, 他提出了具体历史地把握科学理论

的 /历史发展论 0。他指出: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

件。0 ( 5邓小平文选6 第 2卷, 第 119页 ) 革命导师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

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讲的话, 有时分寸不同, 着重点不同, 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当我们

把握这些理论原则时, 必须对其产生的条件做特别的分析, 决不能停留在词句的表面, 把只言片语作

为研究和立论的根据。

历史观与思想路线不是互不相关, 而是互为表里的。历史观是核心, 思想路线则是贯彻历史观的

思想基础。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反之亦然。我们党同 /四人帮 0 的斗争,

首先是历史唯物论同历史唯心论的斗争。 /四人帮 0 背离唯物史观的思想根源, 就在于他们以 /左0

的面目表现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把领袖变成神, 用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去肢解现实, 推行的

是一条循名责实、执言限事的思想路线。他们以传达最高指示的先知自居, 好像真理都掌握在他们手

里, 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把个体理性摆在人类理性之上, 使理性的权

威凌驾于实践权威之上, 用个体理性批判、训斥人类的实践理性。他们鼓吹的 /顶峰论 0、 /最高最

活论0 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停滞和真理终结论。他们不仅颠倒了历史领域中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

而且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唯物史观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 批判 /四人帮0 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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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史观是实现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前提。但这场

斗争一开始就受到 /四人帮0 一伙抛出的 /翻案0、 /复辟 0、 /砍旗 0 的指责。事实证明, 不解除

/四人帮 0 长期设置的思想 /禁区0, 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邓小平

对反对 /两个凡是0 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极高的评价, 称这场讨论是 /基本

建设0。他指出, 只有解放思想, 我们党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争论, 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 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0

/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不解放思想, 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 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0 ( 5邓

小平文选6 第 2卷, 第 143、 191页 ) 这表明, 思想路线既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 也是新时期恢复

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思想保证。

批判 /两个凡是0 是一场深刻的思维范式的转变, 其实质是由 /本本 0 转向开放的实践。真理

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现实实践思维的新境界, 使 /本本 0 复归到它本来的地位。实践作为人类的现

实活动, 本质上是开放的、创新的。实践与理论相比, 不能不占首位。实践是由历史走向未来的时代

引擎, 思想和理论只有向实践开放, 才能保证自身向时代开放。思维以时代为思考的坐标, 就是以实

践为坐标。思想解放的主旨是开放和创新, 中国的问题只能面向新的时代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基本理

论上的拨乱反正不是教人简单地退回到文本, 而是为了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道路和面向未来的理论架

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结晶, 它不是禁锢思想的终

点, 而是指导人们走向新的征程的旗帜和路标。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是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的拨乱反正; 批判 /四人帮0

散布的 /唯生产力论 0 和 /两个凡是 0 思想, 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哲学主题。邓小平总是把 /什么是

社会主义0 与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0 两个问题并提, 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同现实社会主义的命

运、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方面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毛泽东的群

众史观到邓小平的 /三个有利于 0、 /三个代表0 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表明唯物史观

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从毛泽东的中国化, 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

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力。这两者已完全融入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解放思想, 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

况, 对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回答。邓小平多次表示, 我们还缺少这样的理论

家。现在 /四人帮0 式的禁令、禁区解除了, 理论工作者都应该牢记邓小平的嘱托, 以哲学的方式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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