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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 学习党的十二大报告

雍 涛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

及时地正确

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

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
,

这是党中央

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基本经验之一
。

认真地学习这一基本经验
,

牢固地确

立这一重要思想
,

对于我们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
,

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

无疑

是十分必要的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

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时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
,

这是革命斗争进程的客观需要
,

是唯物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

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按照列宁的

说法
,

唯物辩证法是
“

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

①
。

这个学说
,

要求我

们树立联系的
、

发展的
、

全面的观点
,

反对主观性
、

片面性和表面性
。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

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

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间题
,

所谓科学性和全面性
,

就是说任何一个复

杂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

它包含着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侧面
,

我们要真正地了解事物
,

必须如实地了解矛盾的总体和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
,

了解矛盾的历史
、

现状和发展
。

通俗

地说
,

就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

都有两点
,

而不是一点
,

我们必须用两点论看问题
,

防止片面性
。

在实际工作中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的问题
,

从唯物辩证

法的角度来看
,

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的关系及其互相转化的 间题
。

其基本要求概括起来
,

有以下几点
:

(一 ) 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
,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

,

常常会出现各种错误倾向
,

但基本

的有两种
,

一种是
“

左
”

的
,

一种是右的
。

所谓
“

左
”

的倾向
,

就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

展阶段
,

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 所谓右的倾向
,

就是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
,

行动上表现

为保守主义
。

对于这两种错误倾向
,

我们都必须加以注意
,

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斗争
。

也就是

说
,

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
,

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

(二 ) 必须进一步区分这两种倾向中那种倾向是主要的
,

是我们在一定时期内需要集中

力量解决的间题
,

同时对于非主要的倾向也不能忽视
,

并要认真加以解决
。

也就是说
,

既要
充分地看到和抓住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

又要看到非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非主要方

面
,

即在两点论的基础上坚持重点论
。

(三 ) 还要注意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影响和互相转化
,

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倾向
,

又要看

到可能出现的倾向
,

防患于未然
。

当非主要倾向转化为主要倾向时
,

就要组织力量
,

进行新

的斗争
。

这也就是说
,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不是固定不变

的
,

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

我们既更看到矛盾的现状
,

又要预见它的转化
。



(四 ) 什么时候
、

什么地方价爪反对什么倾向
,

应 该从实际 ” l发
.

实字求是
。

这就她说
,

主要矛后或 矛后的主要方而不是任意确定的
,

而灿山雾观实际情况决定的
。

唯物辩证法的 从本

要求之 一就足要注意
“

观察的客观性
” 。

正如《 关 !
几

建!闷以 来党的若 l
:

历史 r,.1 题的决议》指出的
:

“

不能把辩证法肴作是可以死背硬赛的公式
,

而必项把它同实践
、

同调六研究密切结 合
,

加以

灵活运用
。 ”

回顾历史
,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 上有成功的经胶
,

也有沉痛的教训
,

并 } t l(
: 一个相当长的

时间内没有解决好
。

成功的经验表现在
,

民上革命时期
,

我们党在克服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

同资产阶级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
,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反对了
“
一切联合

,

否认斗争
”

的

右的倾向; 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联合破裂
,

革命转到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时候
,

毛泽东同志又

领导我们反对了
“

一切斗争
,

否认联合
”

的
“

左
”

的倾向
。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
,

毛泽东同志又预见到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资产阶级的锗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

因而号召全党同

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
、

艰苦奋斗的作风
。

当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哲时的困难时
,

毛泽东同志

总是提醒我们
,

要区分主流和支流
,

要析到成绩
,

耍看到光明
,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

毛泽东

同志总结历史经验
,

明确提出
: “

我们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

既反对
`

左
, ,

也反对右
。 ”

②并

且指出
: “

反对党内
`

左
,

右倾向
,

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
。

例如
: 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

,

必须 防止
`

左
’

倾
,
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

,

必须防止右倾
。

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

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
,

必须反对右倾 , 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 已经展开斗争的地

方
,

必须防止
`

左
,

倾
。 ”

⑧

然而这些正确的方针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

建国以后
,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
,

由

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违背了必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这一基本原则
,

一个劲地强调反右
,

而不准反
“

左
” ,

结果造成了
“

左
”

的东西越来越多
、 “

左
”

的错误越来越难

于纠正的严重后果
。

这个问题
,

在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解决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巨大功绩
,

就在于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
,

开始全面地认真地

纠正
“

文化大革命
”

及其 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
。

在这个过程中
,

由于种种原因
,

在我们的一部分干

部和同志中
,

对解放思想的方针
,

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

对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

斗争形势的估计
,

对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对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两手政策等重大原则

问题
,

曾经出现不同倾向的错误认识
。

党中央在这些重大原则间题上
,

始终保持了坚定的立

场
,

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
,

在着重克服和纠正
“

左
”

的错误的同时
,

又注意防

止和纠正右的倾向
。

既强调解放思想
,

又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批评和制止资产阶级

自由化倾向 , 既严肃地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作科学的分析和批判
,

又坚决维护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 同志的历史地位 , 既反对重新回到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老路上去的错

误思想和做法
,

又防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丧失革命警惕 , 既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
,

又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 既坚持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经济

的政策
,

又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
。

总之
,

在处

理许多实际问题的时候
,

都尽力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办事
,

使党过去在开

展思想斗争方面的正确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运用和发展
,

真正达到了
“

既要弄清思

想
,

又要团结同志
”

的 目的
,

从而使许多相当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得到了比较妥善

处理
。

当然
,

这主要是就全党总的情况特别是就党中央的领导来说的
。

全党各级组织
、

所有
:
的党员和千部都傲到这一点

,

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
。

为什么
“

左
”

的错误倾向这样不易纠正
,

而在纠正
“

左
”

的错误倾向时又出现右的错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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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甚至产生
“
恶性循环

,

呢 ? 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

分析起来
,

大概有这样一些原

因
。

一个原因是
,

长期以来
,

我们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
,

即
“

左
”

比右好
。

认为
“

左
”

是方法问

题
,

右是立场问题
, “

左
”

是要革命的
,

右是不革命的
,

因而许多人采取了
“

宁左勿右
”

的态度
。

其实
,

无论是
“

左
”

还是右
,

都可以是立场问题
,

也可以是方法间题
。

从立场来说
, “

左
”

和

右都离开了党的立场
,

离开了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

从思想方法来说
,

都是主观和客观相

分裂
,

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

都违背了主观和客观
、

理论和实践
、

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

原则
。

它们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都是不可轻视的
,

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

还有一个原因是
,

一些同志在工作中错误地理解了
“

矫枉必须过正
,

不过正不能矫枉
”

的

意思
。

认为要纠正某种错误
,

可以超过应有的限度
, “
只要方向对头

,

不怕政策过头
” ,

因而

思想上和工作上好走极端
。

而这又 同有些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把辩证法的全面性当作
“

折中主

义
”

来批判不无关系的
。

许多人忘记 了这样一个道理
:

真理超出了一定的界限也会变成错误
。

列宁说过
: “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
,

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
,

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 ”

④

再一个原因是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
。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 “

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

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
,

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
。 ”

⑤例如
,

有的同志在历史的转折时期
,

习惯于用老眼光看间题
,

用老方法处理新矛盾
。

有
“

左
”

倾思想的人
,

看新事物
,

很不顺眼
,

觉得
“

右
”

了
,

主张回到
“

左
”

的老路上去 , 有右倾思想的人
,

看新事物
,

也不顺眼
,

觉得
“

左 分

了
,

主张回到右的老路上去
。

他们的头脑被旧习惯束缚得紧紧的
,

不容易走出新路子来
。

从社会历史根源来说
,

中国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如同汪洋大海的国家
。

小资产阶级虽

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

但其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
、

片面性仍然在影响着我们
。

这种思想方法上

的主观性
、

片面性
,

在政治上就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
,

好走极端
。

在一般的情况下
,

对于
“

左
,

的革命词句和 口号
,

有很大的兴趣 , 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

又容易产生悲观情绪和右倾思想
。

因而他们老是在矛盾的两极
“

转动
、

挣扎
、

冲撞
” ,

忽左忽右
。

照这样说
,

那么这种左右摇摆的毛病就是不可克服的 了 ? 不是的
。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指
导思想并采取有效的方法

,

左右摇摆
、

好走极端的顽症是可以逐步克服的
,

两条战线斗争的

思想是能够确立和扎下根来的
,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

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

为此
,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
,

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处理问题
;
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对本地区
、

本部门
、

本单位的情况
,

认
真调查研究

,

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 , 坚持党性原则
,

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
,

对错误便

向要敢于顶住
,

不怕孤立
,

不随大流
。

只要我们这样做了
,

就一定能够及时克服错误倾向的干

扰
,

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
,

逐步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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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

第 1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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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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