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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哲 学 思 想 大 纲》
’

序

陶 德 麟

《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是雍涛
、

陈祖华
、

李南熏
、

王广正同志继《毛泽东哲学思 想 概

论 )) (湖北人 民出版社 1 983年出版 )之后的新

著
。

两著都是作者长期精心研究的成果
。

课

题相同而论述的角度有别
,

可以说是姊妹篇
,

而后著在理论深度上更有所进展
。

我与作者

共事有年
,

从切磋砒砺中
,

感受到作者用力

之勤
。

看到两著相继与读者见面
,

自然感到

由衷的喜悦
。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

历史地位

以及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应有态度
,

邓小平同

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作过许多 精 辟 的 论

述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又作了全面

的概括
。

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任务的减轻
,

而是

意味着为加强研究指明了方向
。

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离不开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
,

特别是离不开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指导
; 同时它又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

科学理论的无尽的源泉
。

要使全国各条战线

的亿万社会主义建设者及其后备军 以高度的

自觉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

卓有成效地开创

新局面
,

就需要全面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
,

掌握它的立场
、

观点
、

方法
。

而要实现这一

点
,

除了其他种种条件之外
,

深入的研究和

系统的阐发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

这是一

项根本性的思想建设工作
,

也是我们理论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

近年来出版的阐发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多种专著
,

各以自己的特色

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了贡献
。

这部《大纲 》也有

自己的特色
,

我感到从中获益较多的主要有

如下几点
:

《大纲》的基本论点是严格遵循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的科学论断的
。

但它并不是这些

论断的变相复述或举例解说
。

作者以决议的

基本精神为指导
,

从大量的实际材料 出发
,

创造性地探讨了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
。

对公

认为难度较大或争论较多的问题
,

作者不是

采取
“

绕开走
”

的办法
,

而是鲜明地陈述自己

的观点
,

力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

这些观

点是否都很精当
,

论证是否都很严密
,

当然

还有待于学术界的品评和实践的检验
; 然而

勇于这样做
,

毕竟是推进科学所 绝 对 必 需

的
。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是我们党

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根本方针之一
,

在毛泽

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同样适用
,

不应例外
。

作者的做法完全符合这一根本方针
。

这比一

味求稳
,

知难而退要好得多
。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

也是一

切科学的生命所系
。

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必须

实事求是
,

这本来是天经地义
。

但是
,

由于

林彪
、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
,

无产 阶级的革

命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歪曲成了与科学性

不可两存的东西
,

似乎愈不顾事实
,

愈违反逻

辑
, “

革命性
”

就愈强
。

这败坏 了毛泽东思想

的声誉
,

也败坏 了理论工作的风气
。

流毒所

及
,

使我们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花了极大的

气力
。

《大纲》的作者力图以实际行动恢复被

林彪
、 “

四人帮
”

践踏了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

此书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



他们在本书的《总论 》中专门论述了研究毛泽

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方法
,

我以为不但论述本

身很有见地
,

而且在全书中是贯彻得比较好

的
。

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

因为这不仅需

要满腔的热忱
,

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必备

的知识
。

任何社会变动必然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不

同的反映
,

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也是这样
。

广大的人民群众从改革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锦绣前程
,

因而 由衷地拥护党的决策
。

但是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

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还有某些误解或

曲解
。

其中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
,

就

是弄不清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进行改革

的一致性
,

弄不清坚持毛泽东思想与发展毛

泽东思想的一致性
。

《大纲》以相当大的篇幅

着力论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恢复
、

运用和发展
,

这

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是极有帮助的
。

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采取何种体系为

宜
,

目前还是正在探讨的问题
。

《大纲 》的论

述体系是否适当
,

据我所知
,

作者也还在广

泛地听取意见
,

准备作必要的补充
、

修订或

调整
。

然而 目前的体系至少有一个明显的长

处
,

就是比较全面系统
,

也便于作教材使用
。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
。

希望作者在将来

修改时保持和发扬这个优点
。

我的理论水平很低
,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

尤其没有专门研究
。

上面的话只是一个读者

的零星的读后感
。

纸缪之处
,

希望作者和读

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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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

就要靠出版战线上的同志
,

做好人才的发现
、

选拔工作
,

这是义

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

第三讲出经验
。

大学出版社大多数都还
“

年轻
” ,

要虚心向所有老出版家学习
。

现在
,

改革的春风
,

吹遍

祖国大地
。

历史较长的出版社
,

面临改革的任务
,
刚刚建立不久或正在创建的出版社

,

切不

要按老章程办事
,

建起来再改
,

而应本着改革的精神去创建
。

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好呢 ? 照我

看
,

大学出版社只能有一个 中心
,

就是为教学科研服务
,

出版教材 , 只要一个头头
,

就是社

长负责制
, 只需有

“

一个婆婆
” ,

就是在校长领导之下
。

这里是事业单位
,

但要实行企业管理
。

工资可以浮动
,

人员要能流动
。

职责分明
,

赏罚分明
,

不吃大锅饭
,

不捧铁饭碗
,

不搞终生

制
。

“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 。

我们应当知难而进
。

现成的经验没有
,

要靠我们用 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
。

大学的编辑
、

出版 队伍
,

同教学科研队伍一样
,

也是一支学术队伍
,

是以组织工作
、

管

理工作为职责的队伍
,

是担负着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两位一体生产任务的一支队伍
,

一个百

花齐放的花坛
,

要靠我们的双手去筑成
,

任重而道远
,

我们应当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