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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洛 平

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着重于掌握它的精神实质
,

不能停留在字句表面
。

但是
,

究

竟什么是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呢 ?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 “

把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

走 自己的道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

这里所讲的
“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
就是精

神实质
。

它包括两个方面
:

第一就是经典著作所阐述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
,
第二就是它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我们可以说
,

任何一篇马列和毛主席的重要著作
,

都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学习和领会
。

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间题 》这篇著作为例
。

那末我们可以看到
,

一方面
,

这篇著作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

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

和根据这种规律所应当采取的战略战术
。

这些都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间题的基本原理
,

它适

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
。

后来的《抗 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

《论持久战》和解放战争

时期提出的
“

十大军事原则
” ,

都是这篇著作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虽然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
,

这篇著作所论述的某些原则已经不完全适用了
,

但是体现于其中的关

于一般战争
、

关于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的原理
,

对于今后我们进行反侵略战争仍然是有重大

意义的
。

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
,

而是需要根据新的条件加 以充实和发展
。

这篇著作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

就是它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第

一章就是集中论述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

可以说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重要哲

学著作的原型
。

第二章对中国革命战争作了历史的回顾之后
,

从第三章开始到全文结束
,

对

中国革命战争这个重大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极其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

是 第 丁 章 所 述 方 法 论

的 精 彩 运 用 和 生 动 体 现

。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毛 泽 东 哲 学 思 想 告 诉 我 们

,

分 析 事 物 就 是 分 析 事 物 的

矛 盾

,

分 析 矛 盾 主 要 是 分 析 矛 盾 的 特 殊 性

,

而 分 析 矛 盾 的 特 殊 性 则 必 须 从 矛 盾 的 各 个 方 面

(即对 立的双方 )着 手
。

《矛 盾 论 》讲 到 这 个 问 题 时 指 出
: “

所 谓 了 解 矛 盾 的 各 个 方 面

,

就 是 了 解

它 们 每 一 方 面 各 占 何 等 特 定 的 地 位

,

各 用 何 种 具 体 形 式 和 对 方 发 生 互 相 依 存 又 互
相

矛 盾 的 关

系

,

在 互 相 依 存 又 互 相 矛 盾 中

,

以 及 依 存 破 裂 后

,

又 各 用 何 种 具 体 的 方 法 和 对 方 作 斗 争

。 ”

这

里 讲 的 研 究 矛 盾 双 方 的 地 位

、

彼 此 依 存 和 对 立 的 形 式 以 及 互 相 斗 争 的 方 法

,

在
《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战 略 问 题 》 中 得 到 了 全 面 的 应 用
。

请 看
,
第 三 章 讲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特 点 讲 到 敌 强 我 弱

、

敌 大

我 小

,

等 等

,

不 就 是 讲 的 矛 盾 双 方 所 处 的

“

特 定 的 地 位

”

吗 ! 第 四 章 讲
“

围 剿

”

和 反

“

围 剿

” ,

不 就

是 敌 我 双 方 发 生 矛 盾 的 主 要 的

“

具 体 形 式

”

吗
! 第 五 章 讲 敌 之
“

堡 垒 主 义

” 、 “

长 驱 直 入

”

和 我 之

一 整 套 战 略 战 术

,

不 就 是 讲 的 矛 盾 双 方 互 相 斗 争 的

“

具 体 的 方 法

”

吗 ! 《 矛 盾 论 》接 着 说
: “

研 究

这 些 问 题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事 情

。

列 宁 说

: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最 本 质 的 东 西

,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活 的 灵

魂

,

就 在 于 具 体 地 分 析 具 体 的 情 况

。

就 是 说 的 这 个 意 思

。 ” 《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战 略 间 题 》就 是 这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民 族 战 争 中 的 地 位 》一 文 中 曾 经 指 示 我 们

: “

不 但 应 当 了 解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

列 宁

、

斯 大 林 他 们 研 究 广 泛 的 真 实 生 活 和 革 命 经 验 所 得 出 的 关 于 一 般 规 律 的

结 论

,

而 且 应 当 学 习 他 们 观 察 问 题 和 解 决 间 题 的 立 场 和 方 法

。 ”

从 一 定 的 意 义 上 来 说

,

学 习 立

场

、

观 点 和 方 法 更 为 重 要

,

因 为 关 于 规 律 性 的 知 识 和 结 论 虽 然 也 是 普 遍 真 理

,

但 总 要 受 到 一

定 的 历 史 条 件 的 限 制

,

而 分 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立 场

、

观 点 和 方 法

,

却 具 有 广 阔 得 多 的 普 遍

适 用 性

,

可 说 是

“

放 之 四 海 而 皆 准

,

行 之 万 世 而 不 悖

”

的 无 价 之 宝

。

所 以

,

要 学 习 和 掌 握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普 遍 真 理 和 精 神 实 质

,

最 根 本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学 习 和 掌 握 它 的 亿 场

、

观 点 和 方 法

,

用 以

指

一

导 我 们 今 天 的 实 践

。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中

,

还 有 一 些 既 不 属 于 关 于 一 般 规 律 的 结 论

,

也 不 属 于 科 学 方 法 的

内 容

,

对 于 这 些 内 容 我 们 也 要 学 习
,

也 要 了 解

,

但 是 应 当 注 意 把 它 们 同 普 遍 真 理 区 别 开 来

,

不 必 要 在 这 些 间 题 上 下 过 多 的 工 夫

。

这 方 面 也 可 以 举 个 例 子

:

马 克 思
1 8 7 5 年 5 月 5 日 给 白 拉 克 的 信 (载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 第 3 卷 ) 中 有 一 句 名 言

: “

一

步 实 际 运 动 比 一 打 纲 领 更 重 要

。 ”

这 是 针 对 当 时 德 国 社 会 民 主 工 党
(爱森纳赫派 ) 急 于 同拉 萨 尔

派 合并
,

急 于 通 过 一 个 包 含 有 严 重 的 拉 萨 尔 主 义 错 误 观 点 的 纲 领

,

而 不 重 视 工 人 阶 级 的 实 际

运 动 而 讲 的

。

它 虽 然 在 某 种 条 件 下 可 以 说 是 一 条 重 要 原 则

,

但 却 不 是 普 遍 真 理

。

所 以 当 俄 国

的 经 济 派 在 二 十 世 纪 初 重 复 这 句 名 言 来 攻 击
《 火 星 报 》 加 强 理 论 宣 传 的 时 候

,

列 宁 斥 责 说

: `

在

理 论 混 乱 的 时 代 来 重 复 这 句 话

,

就 同 在 人 家 送 葬 时 高 喊

`

恭 喜 恭 喜
!
’

一 样

。 ”

①接 着 列 宁 就 提

出 了
“

没 有 革 命 的 理 论

,

就 不 会 有 革 命 的 运 动

”

的 著 名 原 理

,

并 指 出 经 济 派 是

“

假 借 马 克 思 的 名

义

,

来 竭 力 减 弱 理 论 的 意 义
里
”

但 是

,

过 了 十 六 年 之 后

,

在 十 月 革 命 胜 利 后 的 两 个 月

,

面 对 千

头 万 绪 的 实 际 问 题 和 具 体 工 作

,

列 宁 又 说

: “

现 在 一 切 都 在 于 实 践

,

现 在 已 经 到 了 这 样 一 个 历

史 关 头

,

理 论 在 变 为 实 践

,

理 论 由 实 践 赋 予 活 力

,

由 实 践 来 修 正

,

由 实 践 来 检 验

。

马 克 思 说

过

: `

一 步 实 际 运 动 比 一 打 纲 领 更 重 要

’ 。

这 句 话 现 在 特 别 使 人 信 服

。 ” ② 由 此 可 见
, “

一 步 实 际 运

动 比 一 打 纲 领 更 重 要

”

这 种 说 法

,

只 有 针 对 当 时 的 具 体 情 况 才 有 意 义

,

离 开 了 特 定 的 具 体 的 条

件

,

就 没 有 什 么 意 义

,

有 时 甚 至 还 更 坏

,

所 以 它 不 是 普 遍 真 理

。

在 马 列 和 毛 主 席 的 著 作 中 这

种 情 况 是 不 少 的

,

我 们 在 学 习 时 要 开 动 脑 筋

,

认 真 加 以 分 析 和 研 究

,

把 它 同 基 本 原 理 区 别 开

来

,

把 精 神 实 质 同 个 别 字 句 区 别 开 来

,

决 不 能 搞 什 么

“

句 句 是 真 理

” 、 “

句 句 照 办

”

和

“

两 个 凡 是

”

那 一 套

。

但 是 要 指 出

,

我 们 这 里 所 讲 的 是 学 习 马 列 主 义 的 经 典 著 作

,

不 是 讲 学 习 党 的 当 前 的 文 件

。

这 两 者 虽 然 在 着 重 领 会 精 神 实 质 这 一 点 上 是 相 同 的

,

但 却 有 一 个 重 大 的 差 别

:

经 典 著 作 是 针

对 过 去 的 情 况 和 问 题 而 写 的

,

由 于 时 过 境 迁

,

历 史 条 件 变 了

,

其 中 许 多 具 体 内 容 已 经 不 适 用

或 者 不 完 全 适 用 于 今 天 的 情 况 了

,

但 体 现 于 其 中 的 分 析 问 题 的 立 场

、

观 点 和 方 法

,

如 上 所 述

,

则 是 必 须 着 重 加 以 领 会 和 永 远 坚 持 的

;
党 的 当 前 的 决 议 和 文 件 则 不 同

,

它 是 针 对 当 前 的 具 体

情 况 写 的

,

是 为 了 指 导 当 前 的 工 作

,

是 每 个 党 员 毫 无 例 外 都 必 须 认 真 贯 彻 执 行 的

,

它 不 存 在

过 时 不 过 时 的 问 题

,

当 然 在 贯 彻 执 行 中 还 要 结 合 本 地 区 本 部 门 的 实 际 情 况 加 以 具 体 化

。

我 们

说 在 学 习 党 的 文 件 时 也 要 注 意 领 会 它 的 精 神 实 质

,

是 为 了 吃 透 文 件 的 精
神

,

更 好 地 领 会 中 央 的

路 线

、

方 针

、

政 策

,

在 实 践 中 正 确 地 加 以 贯 彻

,

而 不 能 以 任 何 借
口 顶 着 不 办

,

或 者 另 搞 一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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