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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与思想方法的解放 

乌杰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学术论文） 

  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是一个时尚的题目，有的甚

至加以数量化：一次、二次、三次……我想，思想解放与否，主要是主体人

的思想方法的解放，在哲学层面的重新认识。 

一、解放思想的主体 

  以此为切人点，谈谈解放思想的三种模式，即谁解放谁。 

1．常规模式，即领导者解放被领导者。例如，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毛泽东，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运动

考察报告》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等，抗日战争时期写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写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章

中，毛泽东明确无误地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以其

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的分析，为当时对革命前途感到迷惑和访惶的革命者

（被领导者）指明了方向，坚定了立场，取得了胜利。又如，邓小平、胡耀

邦、叶剑英等一些老同志在“文革”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两个凡是”，

其实质是对“文革”的指导思想及其颠倒是非的政策一种反思、一种理性的

总结，是小平等同志以其解放了的思想去解放尚处禁铜中的某些干部及某些

群众的思想。这种例子数以万计，举不胜举。以上讲的是领导者以其正确的

思想去解放一部分被领导者，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领导者的思

想错了，再用此错误的东西去“解放”被领导者的思想，那将会造成严重后

果。例如，建国前的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

派”、“罗章龙派”等等，在这些运动中，有人说我们自己杀自己的人约7～

8万。建国后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四

清”、“文革”以及1978年后的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清除精神污

染”等，其中反右派中，被打成右派的达55万人，戴上“资本家”帽子的有

70万人。 

2．反常规模式，即被领导者解放领导者。因其反常规，所以危险也就大一

些。如1956年在整顿农业合作社时，群众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工、包产的生产

责任制；这在当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效方法，但就因为

当时的领导者的思想没解放，在1957“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后，被当作走

“资本主义道路”压下去，其后几经反复，到1962年7月，由于大灾人祸的

“三·七”引发的全国的粮荒，农村已有20％包产到户，8月份北戴河会议

上，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了下去。并在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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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批判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提了很好意见，中

央接受不了，全国在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伤了近806万人。（薄一

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001页）。1980年左右仅平反的冤

假错案就达300万件，受牵连的人约１之多，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危害之

大。人们轻易不敢给领导者提意见，“解放”领导者的思想，原因也在这个

地方。 

3．互相解放的模式，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相互解放。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过

程中，对于股份制的认识等。 

二、解放思想的时空性 

  一般来说，思想解放一些尤疑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任何一种正确思

想，在任何情况下提出来，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解放思想也有其时间和空

间要求，例如1992年1～2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间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离

开领导岗位后，地点不在北京，而在南方的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的前沿。

那么，为什么不在北京发表讲话？小平同志是1989年11月9日正式从领导岗位

上退下来，当时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内左倾思潮抬头，1990年《人民

日报》连续5天刊登达4万字之多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国际上，

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解体，而冷战思维并没结束。1991

年上海，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甫平发表了四篇文章，遭到了在北京的《当

代思潮》、《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杂志的围攻，

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北京，左的色彩很浓，不仅混淆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干

扰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不顾88岁的高

龄，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不被断送而毅然踏上南方之路，在中国大地上

再次掀起了解放思想的浪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树立了鲜明的旗帜，注

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解放思想有一个时间、地点、条件的选择。如果条

件、时间不当，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小结：解放思想，像反贪污一样，领导者自己必须做出表率。“文革”

前，老百姓相信我们的干部，相信我们的领导。“文革”后，群众对领导干

部是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干部无论干什么事，解放思想也好，勤政廉政

也好，反对官僚主义也好，领导干部都应该走在群众的前面，率先垂范。这

也属于解放思想之列，这是当代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解放。领导者应该身

先士卒、身自为之。 

三、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实事求是 

  这是思想解放总的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

如列宁提出的“在一个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提出的

“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反对本本主义”等。改革开放前，我

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就是因为没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思

想被僵化的马列主义、传统的封建主义以及崇洋媚外的被殖民思想所束缚

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我党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

法和原则；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的新纪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制定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性目标： 

1．近期目标：解决国有企业、农民、农村和农业存在的问题，继续完善金融



领域的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2．中期目标：2050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长期目标：即用100～3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 

4．远期目标：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三段法：即人类社会由“人依赖于人”的

阶段发展到“人依赖于物”的阶段，最后达到人成为“自由人”的阶段。正

如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四、解放思想的条件 

  解放思想首先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提倡四不主义，反对“两个凡

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的制度

化、法制化、规范化。要提高法治观念，树立法律至上的意识，建立健全党

内民主监督机制。如果把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法，那就等于没有法。因为：

（1）领导人会变的；（2）领导人的讲话在不同条件下也不一样。在这方

面，“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反右倾”、“文革”等已给了我

们大多的教训。 

五、解放思想的标准 

  只有“三个有利于”。 

六、解放思想的方法 

  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思想，即系统思想，整体思想。“各个人的

意志，虽然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

力。”    《马恩选集》四卷478～479页 

  恩格斯与黑格尔的“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思想“一和多是不能分离

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之中，同等程度地如同一包含于

多之中一样……什么样的多样性和多都包含在这个被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单位

概念中。”    《自然辩证法》166～167页 

  黑格尔的“一与多”的范畴，他认为：“‘多’，不管在什么意义上，

只有在‘一’之中，才能从‘一’中产生出来。‘一’和‘多’的概含是互

相包含的。”    

        《黑格尔哲学》w. T. 斯退士，河北人民出版社，72页 

  最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正、反、合与“有、无、变”等三段法，形成

一个三拍的圆舞曲。由此也证明，哲学的音乐感，与音乐的哲学感。 

  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

样性的统一。” 

        《马恩全集》46卷38页 

  譬如，任何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都是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四个



环节有机组成的一体，社会再生产要正常进行，这四个环节就需要协调发

展。 

  列宁认为，在简单的过程中，是一分为二的，在复杂的过程中，是一分

为多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

环之中（即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三

个形式的统一。”这里明确指出，产业资本是一分为三的、是一种循环结

构，系统结构。 

  列宁认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不仅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并且把它也简单化了。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与康生、陈伯达等人谈到哲学时说:“恩格斯讲了三个

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

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斯大林讲的四大规

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 

  列宁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可以表达辩证法。 

  我国不少思想家都提出过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如宋代邵雍、朱熹。中

国的太极图可以说它是一分为二的，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的。 

  我们在“文革”前，1964年5月２９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分为二”

与“合二为一”》。康生“意识”到杨献珍是后台，把文章报送给江青，请

她快报毛泽东，毛泽东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

正主义，阶级调和吧。（《杨献珍传》316～3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全国

组织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几个月里，《光明日报》收到讨论这个问

题的文章701篇，其中赞成“合二而一”文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登记密报康

生自己主持的“反修哲学小组”，这帮人都成了“反革命”。7月10 日，毛

泽东见康生、艾思奇等人说，“《前十条》中论述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

问题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疼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

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同上，318页）从这以后，事物只能

“分”，不能“合”。本来“合”与“分”也是两极的对立，是统一的。这

样，从“两点论”突变成为“一点论”、“一点分”的理论了。这是典型的

形而上学，典型的机械论。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斗”字的“一点

论”．因此“文革”失败是无疑的。 

  黑格尔认为，“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 

  恩格斯没有提出“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恩格斯只提出，静

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 

  黑格尔没有说，运动是绝对的，斗争是绝对的。 

  恩格斯说：“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四卷，486～487页） 

  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

的统一。”（马恩全集第46卷，第38页） 



  列宁指出：“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列宁全集38卷408页） 

  怎么能把斗争、运动，说成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而统一、静止只是

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斯大林的四个特征的辩证法，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否认对立面的统一性。没有明确肯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斯大林的辩证法，对

中国及毛泽东的辩证法起了很大的影响。 

  黑格尔说，同一，差别，矛盾。 

  毛泽东说，差异就是矛盾。在这点上，毛泽东支持了斯大林的观点。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动力。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

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

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平

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虽然都达不到自

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

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

献。 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S～479

页 

  钱学森1990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

决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我认

为，这个提法很科学，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

平思想也是整体、系统思想，是他们的理论体系核心。当前冷战结构虽然消

失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最近发现正负K

介子在转换过程中，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对称性，这也说明不存在事物无条件

的绝对性。宇宙大爆炸过程之初，应该产生等量的物质与反物质，欧洲核子

中心证明，反物质转化为物质快于其相反过程，这也同样说明，事物是没有

无条件的绝对性。 

  从以上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对辩证法

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差异不是矛盾。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只有差异，并无矛盾，过程到一定阶段才有矛

盾。 

  (2)斗争、运动都不是绝对的。 

    静止、统一也不是相对的。 

    用斯大林的话说：“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也就是说，斗

争、运动、静止、统一都有一定时空性及条件性。没有超时空条件的斗争、

运动、静止、统一等等。 



  (3)事物是“一分为多”和“合多为一”的。 

  在简单的事物中，有个别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但没有只

能“一分为二”，不能“合二而一”的事物。在复杂的事物中，却是“一分

为多”与“合多为一”的。尤其是生物界和有机界。 

  （4）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文化、思想、经济、教育、管

理也都是动力，尤其是科技的发明，是更重要的动力。最终的动力是：政

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管理等多方面形成的合力。这个综合的合力推

动社会、人类前进。 

  （5）事物是没有什么“突破口”的，事物是系统地存在，系统地发展，

系统地消亡，是系统的世界。系统思想正是系统世界的客观反映。 

  根据以上的归纳，我们应该明确的认识到：第一，无条件的绝对性是不

存在的。过去我们所说的“斗争是绝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非平衡

是绝对的”等等，是不符合马列原意的。所谓“绝对”，只是在一定条件

下、一定意义上讲的。把事物仅仅看成是“一分为二”的，是两个方面的对

立和统一，也是不够的。事物是由“多”构成的系统整体，通俗地表示即：

一分为多，合多为一。正是这种思想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表

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第二，我们沿用已久的传统思想方法一直在影

响着、抵消着工作的效应。这就是“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的方法。

这种方法本来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但在运用中却一直被我们简单化，企求

在一切工作中通过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例

如，我们总想在社会、经济、改革等一切工作中寻找“主要矛盾”或“突破

口”，然后期待“以纲带目”、“纲举目张”的神奇效果。过去我们搞“以

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的是这种方法。第三，

容易形成就事论事、“单打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

下，抓得越狠，引发的突出问题越多，越是容易使我们陷于“按下葫芦浮起

瓢”、穷于应付的被动境地。 

  解放思想说到底，是人类思想进步的必然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一切的

创造发明是不可思议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人类对自己的愚昧、无知、迷信

的一种反思，一种启迪，一种自信，一种生存的奋发。无论是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都一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性，越来越需要我们创造性地

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像爱因斯但发展了牛顿力学体系一样，马列

主义也需要一个新的飞跃。这就是邓小平思想，而对小平思想同样需要我们

继续大胆闯、大胆试，创立一个更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最新文章： 

● 官僚意识与人文精神  曾飞  

● 立此存照：高尚与丑陋的反思  小龙  

● 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约束  陈柳钦  

● 当“优秀工”成了鸡肋  韩成杰  



● 知识生产管理  侯象洋  

● 中国移动品牌文化的硬伤及危害  韩城  

● 管理升级——给准备带领企业越冬的企业家  张驰  

● 重大疾病保险 职工的保护神  周书勇  

● 有效在线体验——为什么你的VOC项目对提升在线客户满意度的帮助很

小  李翊玮 等  

● 和谐生产方式基本原理  张西振  

● 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影响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高磊  

● 时间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高磊  

● 李老庄村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  陈杰  

●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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