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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

汪 国 i)l } 汪学群

社会发展动力问题
,

一直受到苏联学者的重视
,

特别进入80 年代
,

对这一问题从新的角

度
、

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

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 .

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简要介绍
。

一
、

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本质

苏联学者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
,

用事物内部矛盾的原理来

探讨社会发展源泉和动力问题
。

第一
,

研究社会发展动力和源泉的出发点
。

苏联学者认为
,

社会原因范畴是分析社会发

展源泉和动力范畴的出发点
。

因果性最一般的特点是它的普遍性
、

必然性和多样性
。

其本质

在于它有起源的
、

派生的
、

主动的性质
,

它是作为物质的自我运动现象出现的
。

在于因果性

表现出物质的能动性
、

物质的自我运动
、

物质的创造性本原
。

从历史过程看
,

因果性与源泉

和动力有关
,

因为源泉和动力也是创造历史的东西
,

既没有无原因的结果
,

也没有无源泉和

动力的个别历史事件和整个历史
。

但是
,

并非任何社会原因都与发展源泉和动力有关
,

动力

和源泉的概念只反映社会因果联系的特殊形式
。

( 1 ) 社会发展动力是在社会 内在的辩证矛盾

基础上直接产生的因果关系
,

它包含作为自己本原的矛盾
、

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在原因而出现

的 ; ( 2 ) 属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只能是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
,

而不应该是个别的
、

偶然的原因
,

因为后两个原因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无关
; ( 3 )是一次行动的原因

、

还是长期 行 动 的 原

因
,

后者属于社会动力范围
。

社会发展动力是在长期内发生作用的原因
,

它导致经常性的重
碑 , 字妙寸 , 挤” 护妙沼 , 户 , 护 , 护 , 沪践半 , 讲妙尹 , 甲 , 碑 , 夕, 乎” 叨” 半” 砂勺 . 乎吵沼” 户” 乎 , 洲 ,尹” 讲 , J , 户妙尹 , 尹 , 户. 沼” 尹 , 护, 碑 , J , 户” 乎 ,

价值的关键
。

纵观古今中外所有杰出的思想家
、

政治家
、

科学家
、

文学家
、

发明家
、

实业家
,

哪一位不是艰苦卓绝
、

坚韧不拔
、

矢志不移
、

终生奋斗的结果
。

价值在于贡献
,

天才出于勤
奋
。

天才和贡献都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成正比
。

一个人疏子学业
,

怠于工作
,

浅尝辄止
, `

暴十寒
,

是绝不可能成就什么大事业
,

作出什么大贡献
,

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

释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2 4页
。

《毛泽东选集 》 第 2 卷 第 44 5页
。

“ 马 克 思 界 格 斯 选
年
” 第
一
“ 卷 第

4“ “
燕

。

( 本丈责任 编林 何天 齐 涂赞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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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作为 因果性 的特殊 形式 的社会 发展 动力与社会 进步有关
,

即 动

力 是 社 会 进 步 的 动 力

,

所 以

,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与

“

保 证 社 会 自 我 发 展 的 内 在 矛 盾

” 、 “

共 同 性

、

本

质 性

、

必 然 性

” 、 “

行 动 的 再 现 性 和 长 期 性

” 、 “

社 会 进 步 的 方 向 性

”

①有 关
。

第 二

,

社 会 发 展 源 泉 和 动 力 的 相 互 关 系

。

苏 联 学 者 有 两 种 意 见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和 源 泉 是 相 同 的 概 念

。

持 这 种 观 点 己 不 占 主 要 地 位

。

目

一

前 普 遍 的 看 法 是

,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和 源 泉 这 两 个 概 念

,

既 同 一 又 区 别

,

但 在 具 体 理 解 上 存 在 着 差 别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

矛 盾 是

发 展 的 源 泉

,

但 不 是 发 展 的 动 力

。

如 尿 把 矛
盾
妇
入 源 泉 文 妇 入 动 办 就 混 淆 不

同 概 念

。

因 为 矛

盾 的 呈 现 和 解 决 是 人 民 群 众 的 共 同 活 动 实 现 的

,

话 动 是 社 会 的 力 量

,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动 力

。

在 社 会 中

,

社 会 力 量 是 由 不 同 个 人 的 共 同 活 动 产 生 的

,

活 动 只 有 在 交 往 和 这 些 个

人 相 互 关 系 中 才 成 为 现 实 的 力 量

,

因 此

, “

矛 盾 是 社 会 发 展 辩 证 源 泉

,

而 人 们

、

人 民 群 众 的 共

同 活 动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社 会 动 力

。 ”

②另 一 些 学 者 指 出
,

这 两 个 概 念 之 间 存 在 其 他 一 些 差 别

,

认

为 源 泉 是 内 在 的 因 素

,

动 力 则 是 源 泉 借 以 实 现 的 东 西

。

源 泉 是 最 深 层 的 原 因

,

弄 清 发 展 的 源

泉 是 理 解 整 个 发 展 过 程 的 基 础

,

动 力 是 发 展 源 泉 作 用 的 直 接 执 行 者

,

它 与 源 泉 的 区 别 在 于

,

“

它 之 发 挥 作 用 还 有 其 更 深 的 原 因

,

而 源 泉 在 因 果 链 条 上 是 始 因

,

是 自 身 的 原 因

。 ” ③ 还 有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

发 展 动 力 概 念 和 发 展 源 泉 概 念 非 常 相 近

,

两 者 都 从 原 因 范 畴 派 生

,

又 与 矛 盾 范

畴 相 联

, “

矛 盾 是 源 泉

,

因 为 它 给 运 动 和 发 展 以 最 初 的 推 动

。

同 时

,

矛 盾 又 是 动 力

,

因 为 它 的

作 用 不 仅 限 于 这 个 推 动

,

它 是 运 动 和 发 展 的 经 常 起 作 用 的 原 因

。 ”

④动 力 和 源 泉 反 映 因 果 联 系

的 各 个 不 同 方 面
。

源 泉 是 最 深 刻 的 原 因

,

它 为 自 我 运 动 和 自 我 发 展 提 供 最 初 推 动

。

作 为 源 泉

是 客 观 矛 盾

,

发 展 动 力 包 含 着 作 为 自 己 核 心 的 源 泉

,

但 它 却 不 能 归 结 为 这 个 核 心

。

动 力 也 包

括 其 他 因 素

,

源 泉 通 过 这 些 因 素 的 中 介 而 起 作 用

。

最 后 有 的 学 者 认 为

,

矛 盾 既 是 发 展 的 普 遍

源 泉

,

又 是 发 展 的 动 力

。

但 是 二 者 的 关 系 较 为 复 杂

,

如 果 就 发 展 源 泉 和 动 力 概 念 本 性 而 言

,

彼 此 之 间 基 本 一 致

,

那 么 就 社 会 生 活 而 言

,

具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 “

社 会 发 展 源 泉 只 有 一 个

,

而 社

会 矛 盾

、

发 展 动 力 则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⑤ 这 里 不 仅 指 社 会 矛 盾 是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的 核 心
,

而 且 指

发 展 本 身

,

指 它 决 定 和 加 速

、

引 起 和 活 跃

、

推 动 阶 级

、

群 众

、

集 体 和 社 会 个 人 活 动 的 一 切 东

西

。

第 三

,

社 会 动 力 与 社 会 规 律 的 关 系

。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与 社 会 规 律 既 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

。

许 多 根 本 的 社 会 联 系 既 属 于 规 律

,

又 属 于 动 力

。

如 生 产 方 式 的 决 定 作 用

,

生 产 关

系 适 应 生 产 力 等 等

。

这 些 学 者 还 认 为 社 会 动 力 和 社 会 规 律 是 一 致 的

,

因 为 社 会 动 力 是 通 过 活

动 实 现 的

,

而 活 动 与 社 会 规 律 相 适 应

,

社 会 规 律 是 活 动 的 结 果

。

另 外

,

两 者 也 有 不 同 之 处

,

表 现 在

:
(1 ) 动力概念 外延比社会规 律外延要 大

,

它 不 仅 包 含 自 身 的 规 律

,

而 且 还 包 含 其 他

社 会 因 素

,

如 主 观 动 机 等

。
(2) 社会规律范畴反映历史现实的客观联系

。

规 律 就 其 本 质 而 言

是 客 观 的

,

尽 管 是 人 活 动 的 结 果

,

但 不 依 人 的 意 识 为 转 移

,

主 观 因 素 可 纳 入 行 动 机 制 中

,

但

井
非 表 明 社 会

邓
律 的 内 容

,

而 动 力 本 身 包 含 主 观 因 素

,

具 有 主 观 特 征

。

( 3) 就 考察历史现 实

的着 眼点来看
,

两 者 也 不 相 同

。

把 同 一 个 社 会 现 象
(如 阶级 斗 争 ) 纳 入 规 律 范畴 和 动 力 范 畴

时
,

反 映 方 面
莽

不 同

。

当 把 它 看 作 社 会
娜
律 时

,

则 重 点 放 在 客 观 必 然 性 丰

,

这 时 不 涉 及 其 动

力 职 能 间 题

,

当 把 它 看 作 社 会 动 力 时

,

则 重 点 放 在 其 动 力 职 能 以 及 在 社 会 作 用 上

。

二

、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系 统

“ 至 70 年代
,

苏 联 学
者 在 研

容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时

,

往 往 把 它 只 归 结 为
某 种 或 某 几 种 社 会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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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的 学 者 把 动 力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矛 盾 等 同 起 来
,
另 一 些 学 者 则 把 矛 盾 排 除 在 动 力 系 统 范 围

之 外
,
第 三 部 分 学 者 认 为 动 力 是 利 益 的 总 和

;
第 四 部 分 学 者 把 动 力 理 解 为 活 动

、

活 动 的 体 现

者 和 推 动 力
;
第 五 部 分 学 者 认 为 动 力 是 促 进 活 动 的 动 机 租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
第 六 部 分 学 者 认 为

动 力 是 人 民 群 众 并 促 使 他 们 进 行 活 动 的 刺 激 因 素 等
。

进 入 80 年代后
,

苏 联 学 者 更 倾 向 于 从 综 合 角 度 研 究 社 会 动 力

。

他 们 把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分 为

不 同 层 次 或 断 面

,

分 别 对 它 们 进 行 系 统 研 究

,

形 成 了 一 个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系 统 网 络

。

第 一

,

从 最 一 般 的

、

抽 象 的 形 式 来 考 察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系 统

。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活 动 范 畴 是

最 抽 象 的 形 式

,

通 过 它 可 以 深 入 社 会 内 部 寻 找 动 力

。

应 该 把 劳 动

、

物 质 生 产 活 动 作 为 社 会 历

史 范 围 的 根 本 动 力

,

应 该 从 活 动 本 身 内 部 揭 示

,

可 以 使 活 动 成 为 历 史 过 程 自 我 运 动 着 的 本 原

的 那 些 因 素

、

方 面

、

辩 证 矛 盾 和 相 互 作 用

。

他 们 认 为

,

活 动 在 一 种 关 系 中 表 现 为 客 体 和 主

体

、

客 观 因 素 和 主 观 因 素

,

它 们 是 活 动 的 基 本 方 面

,

任 何 动 力 都 是 由 这 些 因 素 构 成 的

,

客 观

因 素 和 主 观 因 素 本 身 仅 仅 包 含 作 为 历 史 动 力 的 可 能 性

,

这 种 可 能 性 是 在 其 相 互 作 用 过 程 中 转

变 为 现 实 的

。

活 动 在 另 一 种 关 系 中 也 是 一 种 复 杂 的 现 象

,

即 它 包 含 着 那 些 以 推 动 力 出 现 的 普

遍 原 则 和 因 素

:
需 要

、

利 益

、

价 值

、

目 的 和 手 段

。

这 些 现 象 渗 透 到 每 个 社 会 原 因

、

动 力 之 中

,

活 动 与 其 推 动 力 之 间 存 在 着 相 互 作 用

,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是 活 动

,

但 生 动 的

、

直 接 的 活 动 永 远

是 由 一 定 的 推 动 力 引 导

。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需 要 和 利 益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强 大 动 力

,

当 社 会 需 要 和

利 益 作 为 一 定 经 济 条 件 时

,

它 们 表 现 为 经 常 起 作 用 的 历 史 动 力 和 群 众

、

民 族

、

阶 级 创 造 性 活

动 的 强 有 力 因 素

。

需 要 是 通 过 利 益 完 成 的

,

利 益 是 客 观 上 决 定 的 主 体 对 自 己 生 活 和 需 要 的 联

系

。

但 需 要 和 利 益 并 非 自 动 地 和 直 接 地 推 动 人 去 积 极 活 动

: “

而 是 间 接 地

,

一 方 面 通 过 它 们 之

间 的 矛 盾

,

另 一 方 面 通 过 社 会 主 体
(个人
、

社 会 集 团

、

阶 级
)的现 存条件 (社会环 境 )之 间的矛

盾推 动着人去 从事积极 的活 动
。 ”

⑥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可 从 以 下 链 条 形 式
,

即 活 动 的 各 种 不 同 形

式

,

社 会 实 践

、

活 动 的 客 体 和 主 体

、

主 观 因 素 和 客 观 因 素

,

以 及 需 要

、

利 益

、

价 值

、

目 的

、

手 段 表 现 出 来

。

这 个 链 条 的 每 个 环 节 都 反 映 一 定 矛 盾

,

因 此

,

社 会 矛 盾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最 深 刻

动 力

。

第 二

,

从 动 力 的 结 构 一 功
能

方 面 来 考 察

。

可 把 社 会 动 力 分 为 自 然 因 素 和 社 会 因 素

,

自 然

因 素 又 可 分 为 人 口 因 素 和 地 理 因 素

,

而 社 会 因 素 又 可 分 为 物 质 因 素 和 精 神 因 素

。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自 然 因 素 和 社 会 因 素 的 划 分 是 相 对 的

,

因 为 社 会 是 在 自 然 界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

是 与

自 然 界 相 互 作 用 的

,

这 种 相 互 作 用 在 社 会 进 程 中 得 到 加 强

,

无 论 人
口

或 地 理 环 境 都 不 是 纯

粹 的 自 然 构 成 物

,

而 是 社 会 与 自 然 相 互 作 用 的 产 物

,

是 在 社 会 改 造 自 然 中 起 积 极 作 用 的 体

现

。

同 时

,

把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划 分 为 物 质 因 素 和 精 神 因 素
也

是 相 对 的

。

因 为 物 质 因 素 的 职 能 不 能

把 人 们 的 意 识 排 除 在 外

,

把 物 质 动 力 与 其 他 动 力 区 别 开 来 的 标 准 是 这 一 组 动 力 在 物 质 生 产 关

系 范 围 内 的 直 接 职 能

,

包 括 物 质 实 践

、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及 其 矛 盾

。

精 神 动 力 是 精 神 活 动 及

其 体 现 者

。

如 果 把 精 神 动 力 和 物 质 动 力 看 作 是 相 互 作 用 的 两 极

,

那 么 社 会
(狭义 的社 会 )动力

和政治 动力则处 于前两 者 中间的地位
。

社 会 动 力 与 阶 级 和 其 他 集 团

、

政 治 动 力 与 政 治 组 织 和

机 构 密 切 联 系 在 一 起

,

并 在 社 会 发 展 中 起 着 积 极 作 用

。

第 三

,

从 社 会 发 展 观 点 来 考 察

。

把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分 为 一 般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

特 殊 的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

一 般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是 在 一 切 社 会 形 态 中 起 作 用 的
动
力

,

包 括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 系

、

需

要 与 生 产

、

人 民 群 众 在 整 个 社 会 历 史 中 的 作 用 等

。

特 殊 的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是 在 一 种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中 起 作 用 的 动 力

,

包 括 阶 级 斗 争 等

。

一 般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说 明 人 类 社 会 不 以 某 种 社 会 形
式 为 转

移 的 一 般 生 存 条 件

、

人 类 历 史 的 统
一 性

、

连 续 性 和 继 承 性

。

特 殊 或 个 别 的 社
含
发 展 动
力 说 明

,



、

社 会 形 态 质 的 特 殊 性

、

历 史 发 展 的 间 断 性

。

一 般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和 特 殊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也 是 相 互 统 一

、

相 互 渗 透

,

它 们 彼 此 脱 离 就 不 能 显 现 自 己

, “

一 般 历 史

动 力 的 作 用 要 由 特 殊 动 力 的 作 用 作 为 中 介 与 补 充

,

因 而 每 一 历 史 事 件 都 是 这 两 种 动 力 相 互 作

用 的 结 果

。 ”

⑦ 苏 联 学 者 指 出
,

在 历 史 过 程 中

,

社 会 动 力 作 用 不 断 增 长

,

社 会 动 力 不 仅 是 一 般

的 概 念

,

而 且 是 具 体 历 史 的 和 十 分 确 定 的 概 念

。

以 需 要 为 例

,

需 要 受 增 长 规 律 的 支 配

,

在 其

历 史 发 展 中 经 历 了 几 个 阶 段

,

其 中 每 个 阶 段 各 有 特 殊 性

。

在 历 史 早 期

,

发 展 的 源 泉 是 吃

、

住

、

穿 等 一 些 自 然 需 要

,

社 会 发 展 的 基 本 源 泉 是 对 使 用 价 值 的 需 要

,

除 此 之 外

,

人 口
增 长 也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动 力

。

到 了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作 为 需 要 的 社 会 源 泉 发 生 了 变 化

,

自 然 需 要 被 社 会 需 要 即

从 社 会 生 产 和 交 换 中 产 生 的 需 要 所 代 替

,

对 使 用 价 值 的 需 要 被 价 值 的 需 要 所 代 替

。

生 产 和 榨

取 剩 余 价 值 也 是 资 本 主 义 这 一 阶 段 的 特 有 的 动 力

。

所 以

“

动 力 的 这 些 变 化 取 决 于 社 会 进 步 的

特 定 阶 段 所 独 具 的 发 展 源 泉 的 特 点

。 ”

⑧

苏 联 学 者 指 出
,

在 研 究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中

,

人

、

人 民 群 众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所 有 的 动 力 都 是

通 过 人 民 群 众 的 活 动 实 现 的

。

人 民 群 众 是 活 动 的 主 体

,

他 与 社 会 客 观 规 律 相 比 有 主 观 的 特

征

,

但 人 民 群 众 也 是 客 体

,

作 为 客 体

,

他 们 经 受 社 会 发 展 客 观 规 律 的 作 用

,

在 规 律 范 围 内 实

现 其 活 动

;
作 为 主 体

,

人 民 群 众 通 过 自 觉 的 有 目 的 的 活 动

,

表 现 主 动 性

、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这 不 仅 影 响 历 史

,

而 且 也 建 立 和 创 造 社 会 历 史 进 程 本 身

。

因 此

,

历 史 进 程

“

一 方 面 是 客 观 情 况

中 的 主 观 创 造

,

而 另 一 方 面 是 主 观 活 动 建 立 的 客 观 进 程

。 ”

⑨ 同 时
,

作 为 活 动 主 体 的 人 们

、

人

民 群 众 不 是 无 组 织 的 群 众

,

也 不 是 个 别 个 人 的 简 单 总 和

,

而 是 通 过 历 史 形 成 的 同 类 联 合 的 人

们 组 成 的

,

这 种 联 合 表 现 在

,

不 以 人 的 意 识 而 形 成 的 人 们 的 客 观 共 同 性

,

包 括 阶 级

、

社 会 级

层

、

集 团

、

部 落 和 民 族
;
政 治 组 织

,
包 括 国 家

、

政 党 和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
集 体

,

包 括 劳 动 的

、

日 常 的 和 保 健 的 集 体

;
基 层 组 织

,

包 括 家 庭

、

亲 族 等

。

历 史 形 成 的 人 类 客 观 共 同 性 是 不 以 人

的 意 识 为 转 移

、

自 发 形 成 的

,

它 是 历 史 长 期 的 联 合

,

而 政 治

、

基 层 等 组 织 是 历 史 暂 时 的 自 觉

的 联 合

。

在 具 体 历 史 过 程 中

,

人 民 群 众 及 其 社 会 力 量 的 活 动 通 过 历 史 长 期 和 暂 时 的 人 的 联 合

体 表 现 出 来

。

可 以 说

, “

社 会 发 展 现 实 的

、

具 体 历 史 的 社 会 动 力 就 是 社 会 阶 级

、

阶 层

、

人 民 集

团

、

部 族 和 民 族

、

人 民 群 众 的 活 动

,

这 种 活 动 是 通 过 国 家

、

政 党 和 其 他 组 织

、

通 过 劳 动 的 和

别 的 集 体

,

以 及 各 种 最 初 的 社 会 基 层 组 织 实 现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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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杜 会 主 义 杜 会 的 发 展 动 力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发 展 的 动 力 也 是 矛 盾

,

但 这 种 矛 盾 与 阶 级 社 会 的 矛 盾 不

同

,

它 具 有 非 对 抗 的 性 质

。

他 们 从 这 一 立 场 出 发

,

研 究 矛 盾 分 类 及 其 特 征 等 问 题

。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矛 盾 有 三 种 类 型

, “

社 会 主 义 从 社 会 发 展
以
前 的 对 抗 阶 级

获 得 的 矛 盾 构 成 第 一 类
,
作 为 共 产 主 义 的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低 级 阶 段 的 社 会 主 义 所 有 矛 盾 构 成 第

二 类
;
整 个 共 产 主 义 形 态 的 矛 盾 构 成 第 三 类

。 ”

@ 第一类矛盾是新与旧的矛盾
,

从 过 去 继 承 下

来 的 社 会 现 象

,

与 社 会 的 社 会 一 阶 级 结 构 相 联 系
;
第 二 类 矛 盾 是 指 劳 动 人 民 在 他 们 对 生 产 资

料 中 的 平 等 和 在 个 人 消 费 分 配 上 的 不 平 等 之 间 的 矛 盾
,
第 三 类 矛 盾 是 生 产 和 需 要 的 矛 盾

,

这

种 矛 盾 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形 态 中 已 经 失 去 对 抗 性 质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基 本 矛 盾 是 苏 联 学 者 研 究 的 重 点

。

他 们 认 为
,

作 为 基 本 矛 盾

,

首 先 位 于

社 会 生 活 的 一 定 领 域 即 物 质 生 活 领 域

,

并 成 为 该 领 域 的 最 重 要 的 矛 盾 的 那 个 矛 盾
,
其 次 在 该

形 态 的 任 何 阶 段 都 起 作 肝 奋 决 定 该 形 态 形 成 与 发 展 的 矛 盾
,
最 后 直 接 或 间 接 决 定 其 他 ~ 切社



。

由 此 出 发

,

一 致 的 意 见 是

,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矛 盾 只 有 一 个

,

但 具 体 是 哪 一 个

,

学 者 们

的 意 见 不 一 致

,

大 致 有 三 种 意 见

。

持 第 一 种 意 见 的 人 认 为

,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 系 之 间 具 有 相 应

的 特 殊 形 式 的 一 般 历 史 矛 盾

,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基 本 矛 盾

。

这 种 意 见 把 基 本 矛 盾 的 具 体 化 归 结

为

,

强 调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的 局 限 性 和 矛 盾 性

,

如 把 各 尽 所 能 与 按 劳 分 配 之 间 的 矛 盾

,

社 会

成 员 对 生 产 资 料 的 平 等 关 系 与 个 人 需 要 方 面 事 实 上 的 不 平 等 之 间 的 矛 盾

,

看 作 是 基 本 矛 盾

。

持 第 二 种 意 见 的 人 认 为

,

把 经 常 增 长 的 社 会 需 要 与 在 生 产 发 展 现 有 水 平 上 对 社 会 需 要 的 实 际

满 足 之 间 的 矛 盾 作
为 社 会 主 义 和 共 产 主 义 的 基 本 矛 盾

。

这 里 指 的 是 生 产 和 需 要 之 间 的 矛 盾

,

有 下 列 的 特 点

:

这 种 矛 盾 在 整 个 历 史 时 期 内

,

是 以 剔 除 一 切 历 史 暂 时 因 素 的 直 接 形 式 而 发 生

作 用 的

。

持 第 三 种 意 见 的 人 认 为

,

研 究 上 述 矛 盾 的 主 次 关 系

,

以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

他 们 从 生 产 和 需 要 矛 盾 特 点 着 手 研 究 社 会 主 义 的 基 本 矛 盾

,

生 产 和 需 要 第 一 个 特

点 在 于

,

生 产 经 常 返 回 到 需 要

,

返 回 到 它 最 初 的 原 因

。

在 这 里

,

矛 盾 存 在 是 因 为

,

自 然 界 不

-

提 供 满
足 人

类
需

要 的 现 成 资 料

。

生 产 不 管 达 到 什 么 程 度

,

这 种 矛 盾 始 终 是 它 的 源 泉 和 原 因

。

生 产 和 需 要 第 二 个 特 点 是

,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的 实 际 状 况 及 其 相 互 关 系 表 现 在 需 要 的 形 式 和

满 足 的 方 式 中

。

如 果 说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 系 之 间 矛 盾 发 生 的 原 因 根 植 于 生 产 的 发 展 规 律

,

那 么

这 些 矛 盾 正 是 作 为 社 会 需 要 的 形 式 与 满 足 方 式 中 的 矛 盾 而 成 为 社 会 发 展 源 泉 和 动 力

。

把 生 产

和 需 要 作 为 矛 盾 源 泉 没 有 贬 低 生 产 关 系 在 这 种 发 展 中 的 决 定 作 用

。

相 反

,

正 是 在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的 情 况 下

,

才 有 可 能 使 生 产 与 消 费 品 的 分 配 相 应 地 既 服 从 整 个 社 会 的 需 要

,

也 服 从 社 会

全 体 成 员 的 需 要

。

因 此

, “

生 产 与 需 要 之 间 的 矛 盾 虽 然 构 成 整 个 社 会 发 展 源 泉

,

但 在 解 决 这 种

矛 盾 的 办 法 上 不 具 有 对 抗 的 性 质

。 ”

L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动 力 表 现 在

,

阶 级 与 其 他 社 会 集 团 之 间

、

社 会 的 个 人 之

向

、

社 会 与 个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以 合 作

、

互 助

、

集 体 主 义

、

社 会 政 治 和 思 想
(道德 )上 的一致
。

社 会 政 治 和 思 想 上 的 一 致 是 新 的

、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出 现 的 新 型 的 社 会 作 用 的 总 的 标 志

,

如 果 说

阶 级 斗 争 是 对 抗 性 社 会 的 特 殊 动 力 中 的 最 重 要 的 动 力

,

那 么 社 会 政 治 和 思 想 上 的 一 致 是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最 重 要 的 特 殊 动 力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政 治 和 思 想 上 的 一 致 是 与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矛 盾 的 非

对 抗 性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社 会 主 义 消 灭 私 有 制

,

建 立 起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使 人 们 在 生 产 中 处 于 平 等

的 地 位

,

他 们 的 根 本 经 济 利 益 一 致

,

必 然 导 致 政 治 和 思 想 上 的 一 致

。

同 时

,

这 种 政 治 和 思 想

上 的 一 致 不 是 超 阶 级 或 非 阶 级 的 一 致

,

而 是

:
全 体 劳 动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的 一 致

,

这 种 一 致 在 这

种 阶 级 的 规 定 性 和 具 体 性 中 成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最 重 要 的 动 力

。

它 通 过 集 体 主 义

、

各 族 人 民 的 友

谊

、

社 会 主 义 爱 国 主 义 和 国 际 主 义

、

共 产 党 日 益 增 长 的 作 用 等 多 种 新 动 力 表 现 出 来

。

苏 联 学 者 认 为

,

社 会 主 义 动 力 系 统 也 在 于 劳 动 主 体

,

以 及 劳 动 的 新 的 性 质

。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制 消 灭 了 劳 动 异 化 现 象

,

劳 动 刺 激 方 面 也 相 应 地 发 生 根 本 变 化

。

过 去 的 社 会 是 以 物 质 刺 激

占 绝 对 优 势 为 特 征 的

,

表 现 为 追 逐 利 润

,

竭 力 避 免 失 业

,

向 自 己 和 家 庭 提 供 生 活 资 料

,

社 会

主 义 在 原 则 上 改 变 了 刺 激 的 性 质

,

以 深 刻 的 社 会 内 容 来 充 实 刺 激

,

发 展 对 劳 动 精 神 的 鼓 励

。

劳

动 获 得 新 的 性 质 是 人 民 群 众 新 质 的 表 现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重 要 的 和 不 断 增 长 的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是 人 民 群 众 的 社 会 积 极 性

、

主 动 精 神

、

对 工 作 的 创 造 性 态 度

。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

作 为 动 力 的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性 的 高 涨 与 低 落

,

人 民 群 众 的 经 济 活 动 与 政 治 活 动 的 交 替 上 升 下 降 时 期 首 先 是

由 自 然 历 史 过 程 的 客 观 需 要 决 定 的

。

同 时

,

客 观 规 律 的 实 现 也 是 通 过 人 民 群 众 的 主 观 活 动 完

成 的

。

人 民 群 众

、

社 会 阶 级 和 阶 层 的 活 动 与 社 会 发 展 这 些 客 观 可 能 性 的 实 现

,

以 及 可 能 性 转

变 为 现 实 的 客 观 需 要 相 适 应 是 历 史 过 程 中

,

尤 其 是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性 表 现 和 展

开 的 重 要 条 件

。

另 外

,

正 确 处 理 好 个 人

、

集 体 和 国 家 的 利 益 是 人 民 群 众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履 行



。

要 充 分 考 虑 到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中 的 变 化

,

考 虑 到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组

织 性

、

自 觉 性

、

业 务 水 平 和 经 验 的 增 长

,

这 些 保 证 个 人

、

集 体

、

不 同 集 团 和 国 家

、

全 社 会 利

益 最 佳 协 调

,

并 利 用 利 益 作 为 经 济 增 长 的 动 力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表 现 作 为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的 人 民 群 众 活 动 的 稳 定 具 体 形 式 已 经 建 立

,

它 们 是

“

苏 联 人 民 的 社 会 政 治 和 思 想 道 德 统 一

,

不

同 阶 层 和 社 会 团 体 的 友 谊 联 盟

,

不 同 民 族 人 民 的 友 谊 与 合 作

,

社 会 关 系 和 全 部 生 活 的 集 体 性

质

,

关 于 社 会 利 益 占 主 要 地 位 的 社 会

、

集 体

、

个 人 利 益 的 一 致

,

公 正 和 平 等

,

社 会 主 义 生 活

方 式

,

思 想 坚 定 性 和 政 治 自 觉 性

,

国 际 主 义 和 爱 国 主 义

,

创 造 性 和 主 动 性

,

竞 赛 和 比 赛

,

相

互 帮 助 和 支 持

,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

原 则 性 和 正 直 性

,

同 志 关 系 和 兄 弟 情 谊

,

人 道 和 人 道 主

义

。 ”

L社 会 主 义社 会 发 展 动 力 较 之 人 类 历 史 先 前 各 阶 段 的动 力 具 有 更 大 的效 力 就 表 现 于此
。

综 上 所 述

,

苏 联 学 者 研 究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有 如 下 特 点

:

第 一

,

认 为 社 会 发 展 是 社 会 的 自 我

发 展

,

社 会 发 展 的 源 泉 和 动 力 是 在 社 会 内 部

,

在 于 社 会 内 部 原 因

,

是 社 会 的 内 在 矛 盾

。

这 就

体 现 了 物 质 决 定 论

、

矛 盾 论 以 及 因 果 关 系 论 的 统 一

,

体 现 了 唯 物 主 义 和 辩 证 法 的 统 一

。

第 二

,

把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作 为 一 个 系 统

,

进 行 多 层 次 的 研 究

,

揭 示 了 诸 动 力 之 间 的 相 互 联 系

、

相 互 依

赖 的 特 征

,

从 方 法 论 看 体 现 了 分 析 和 综 合

、

抽 象 和 具 体 原 则 的 结 合

。

第 三

,

强 调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的 特 殊 性

,

在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发 展 动 力 系 统 中

,

诸 要 素 的 质 起 了 变 化

,

获 得 新 质

,

尤 其 是 人 民 群 众 的 历 史 作 用 日 益 增 长

,

这 对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具 有 现 实 的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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