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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对正名思想的批评和分析。 

  在上述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

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

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

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

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

‘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

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

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

应该说到。”  

  毛泽东的这段话，最清楚地显示了他对于传统哲学，特别是观念论哲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它绝没有那种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形式主义，而是充满了辩证法的科学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史研究仍然有着

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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