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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判反思经验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辉
"暨南大学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广东 广州 +$#2*!$

摘4要#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批评和反思党内经验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毛泽东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角度批判经验主义!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奠定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角度批判了农民出身的红军中存在的均平思想#个人主义与主观主

义#非组织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等农民文化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主要动力$毛泽东从思想基础

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

关键词#毛泽东$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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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评和反思经验主义给

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实践基础上#对中国

革命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

理论高度而结出的硕果%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轻

视理论#重视实践经验# 过分夸大感性经验#把自

身狭隘的和局部的感性经验当成到处可以照搬的

教条%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存在着排斥理论&局限自

身经验的狭隘的经验主义问题% 毛泽东科学把握

经验与理论的连接与转换#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

角度批判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宇

宙观的角度批判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

义#从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批判小资产阶

级的经验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丰

富经验的历史统一#产生了具有中国经验和实践

特色的毛泽东思想%

一4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

角度批判经验主义$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

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确立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的实践观纳入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全面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两者的辩证统一

性#有力克服了经验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和

片面性#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科学认识

论%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经验结合的过

程中#出现过割裂认识和实践统一性&排斥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偏差#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

严重损失%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实

践&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视角#批判了

经验主义错误在哲学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共性和个性相割裂的问题#从

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第一#毛泽东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角度#揭批

了经验主义否认理性认识的严重错误#阐述了感

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奠定了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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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经验

主义者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割裂认识与实践的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否认认识与实践的双向转化

和良性互动及其各自的优势与双方的合力#忽视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巨大作用#(一

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

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

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

工作)

!

% 经验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成为没有目的

和方向的盲动#其实践的失败是必然的% $6*% 年

%月#毛泽东(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

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而作的*实践

论+#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批判了经验主义

的哲学基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

观点#深刻分析了经验主义的特征&发生原因和解

决路径% 首先#毛泽东着重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

识的割裂角度批判了经验主义的(经验论)% (唯

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

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的%)

#从认识论角度看#经验主义否认了认识过

程第二阶段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即否认感性认识

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性% (如果以为认识可以

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

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

-经验论.的错误%)

$经验主义者从强调自我感觉

经验重要性出发#极力否定和贬抑理性思维#其逻

辑思维必然走向唯经验论和不可知论% 毛泽东深

刻指出!经验主义之所以犯错误主要(在于不知

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

"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

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

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

的)

%

% 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例#从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揭批了党内一些从事实际

工作的人存在着的经验主义倾向#这些经验主义

者割裂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否认或轻视理论

指导的重大作用#把自身局部的感性经验视为可

以到处套用的法宝#但感性的经验往往具有不可

靠性&暂时性和个别性#它的有效性如何#离不开

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对象% 虽然经验主义也可以提

供感性的经验例证#但它却不能有效地将这些感

性的经验例证通过能动的思考&推理&结合等抽象

为具有普遍的价值和规律% 因此#毛泽东指出!

(他们"经验主义者'''笔者注$尊重经验而看轻

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

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

孔之见%)

&因此#毛泽东断言!经验主义者(如果

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

%

其次#毛泽东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产生经验主义

错误的内在原因% 经验主义者重视直观反映事物

的感性经验#而忽视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法#

不重视把感性经验及时上升为理性认识#只看到

感觉经验的直接性#看不到经验的局限性&有限

性#看不到理性认识对事物把握的深刻性&全面性

和系统性% 这种重视直接经验而不能超越直接经

验本身的局限#必然会产生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

的错误不仅仅因为从主观经验出发#而且是从被

经验主义者歪曲和片面化的主观意识出发#满足

于自身的感性经验并始终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

或将感性的经历同客观实际进行简单直接地对照

而实现表面结合#从而根据感性经验直接寻找解

决问题的现成方案#(看到一个个事物#忘记它们

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

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

(

#最

终将跌入一叶障目的困境% 因此#经验主义以形

而上学的方法论去追求绝对知识#虽然将感觉作

为认识知识的起源是正确的#但感觉不可能解决

认识论的所有问题% 当经验主义者把自身获得的

局部经验视作检验任何知识的标准时#一切知识

在经验面前都丧失了经验本身的合理规定性#经

验主义者只能以狭隘的感觉解释感觉而进行循环

论证#这样#经验难以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形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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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 因此#毛泽东认为#哲学上的(经验

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这种(经验

论)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

!

#因为(经验论)在

思想方法上从主观认识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

发% 最后#毛泽东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消除经验

主义的科学路径% 众所周知#任何客观事物都有

其内部规律并且互相联系#只有把握了这一本质

特性#认识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和更具客观性% 因

此#建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是批判和克服经

验主义的重要方法% 消除经验主义问题的关键是

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如何结合!是形而上学的表

面和肤浅地结合#还是辩证和深入的内在结合%

具有中国气派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在经验

与理论相互支撑的基础上曲折向前推进的#其推

进路径遵循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的循环往复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毛泽东

认为#辩证和深入的内在结合就必须(将丰富的

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

% 毛泽东

认为#要实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与认识的

辩证统一#就要坚持(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

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

践)

#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当经过实践与认

识&再实践与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运动过程%

只有永远贯彻实事求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能动

地认识客观世界#坚持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才能

做到与经验主义的决裂% (任何科学理论#只有

本土化才能真正为我所用#才能焕发勃勃生

机%)

$革命实践经验如果能和理论完成有效对

接#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克服经验固有的表面性&零

碎性&狭隘性&特殊性#使经验上升为具有深刻性&

系统性&全面性&普遍性的理性认识#实现经验形

态转换为理论形态的质的飞跃%

第二#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

理对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进行分析#

揭批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

特征#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哲学基础% $6*% 年 , 月#毛泽东写出*矛

盾论+#虽然写作矛盾论的目的是为了批评教条

主义#但由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

然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都是一致

的)

%

#因此#该文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批评

了经验主义#(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

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

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

&

% 毛泽东运用矛盾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指出#经验主义割裂主观与

客观的统一性#只抓住矛盾特殊性而遗忘了矛盾

普遍性#这就是从辩证法角度揭露经验主义的哲

学根源% 首先#毛泽东批评了经验主义的主观与

客观相分裂的表现形式#即经验主义者认识事物

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 (所谓主观性#就是

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

点去看问题%)

'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

一种主观性% 所谓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就是不知

道全面地看问题)

(

#表现在(不了解矛盾各方的

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 或者叫做只看见

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

%

经验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在于(看事物的方法

是主观的&片面的)

*+,

#在于缺乏对相互联系的客

观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认识#经验主义者(不去

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

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

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

% 毛泽东

引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明片面的经验

导致失败#打祝家庄前两次因情况了解片面导致

失败#而第三次由于全面了解情况打了胜仗%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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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大家充分注意防止片面性#他引用列宁的话

进一步作了强调!(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

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我

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

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所谓经验主义的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

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

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

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

% 并

且他认为#这种在实际工作存在的表面性#(没有

不出乱子的)

#

% 正是经验主义者认识事物的表

面性#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

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

任工作的)

$

% 由于经验主义者阉割事物的普遍

联系#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认

识#这必然存在着碎片化肢解中国革命整体规律

的危险% 其次#毛泽东运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

一的原理阐述了克服经验主义主观性&表面性&片

面性的科学方法% 经验主义者从被僵化和歪曲的

主观认识出发#满足于主观与客观的表面结合#而

对具体问题不作具体分析#不消除其中的错误根

源#就不可能扭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

式#那么犯经验主义错误是必然的% 如何克服经

验主义的主观性呢0 毛泽东认为#研究事物(矛

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

具体的分析% 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

矛盾的特性)

%

% 感性经验反映的是个性的东西#

经验主义把个性当作共性#把个别经验当作一般

真理% 这其中根本的错误在于不能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在于不能研究新出现的具体事物和从新的

客观实际出发#而是把认识停留在以前的感性经

验上并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已有的局限性和

个别性的感性经验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能指导

新的具体情况#否则就会害人害己% 因此#毛泽东

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

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正确总是与错误相伴而

生#真理总是与谬误相斗争而存在#这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规律%

二4从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角度批判

存在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意识相结

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

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

'

%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了存在中国农

民文化传统中的(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

点去看世界)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形而上

学)的宇宙观在中国称为(玄学)#这种唯心主义

宇宙观(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

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

位)

(

%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农民对自然

界&人类社会的众多奇特现象#无法用科学的理论

和实践进行解释#因而只有靠直观的和主观的经

验来说明#由此导致中国农民的文化思想意识中

存在着如均平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

人主义等#农民的这些思想意识都是从小生产者

私利出发#建立在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农耕文化

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直观的经验而非科学根据基

础上的#因而这些思想意识实质上是农民(形而

上学)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外在表现% 这种狭隘的

经验主义是农民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察世

界而产生的主观主义% 中国农民这种经验主义观

念同无产阶级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

些相抵触甚至难以相融的地方#两者结合需要一

个思想的自觉创造过程% 毛泽东从两种文化体系

之间的相同因素和共同认知出发#遵循马克思主

义宇宙观的基本内核#批评了农民文化传统意识

中与中国革命要求不相匹配不相适宜的狭隘经验

主义#吸收其合理因素#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民

文化传统实现了有效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找到了主要力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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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对农民经验主

义中的均平思想进行了分析#在批判农民要求绝

对平均的错误观念基础上肯定了追求公平的合理

诉求#在社会理想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

民的共鸣之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

基础%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改造

农民文化传统意识中的经验主义#肯定和吸纳了

农民(均平)意识中追求公平的理想#批评了农民

(均平)意识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指出这种

倾向是一种(机械唯物论)#只有破除农民(均平)

意识中的(机械唯物论)#即(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才能将中国农民(均平)

意识中的合理成份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

义阶段的主张和理想% 首先#毛泽东批评和否定

了农民的经验主义中反映农民追求绝对平均的文

化意识中(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 土地革命时

期#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红四军中农民传统文化

中的绝对平均思想的负面作用#在*关于纠正党

内的错误思想+中严肃批评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

主义#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红军中的绝对平

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

!

#如(发给伤

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 官长骑

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 分

物品要求极端平均#//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

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

% 毛泽东剖析了绝

对平均主义的根源#(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

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

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

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

% 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

想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产物#是千百年来

农民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和宇宙观#也是农民文

化传统中(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强调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

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

$

% 中国

农民长期深受传统农耕文化影响#农业生产靠的

是祖上传承的农业生产经验的支配#在现实利益

取舍和利弊判断上也多基于传统的经验% 农民这

种绝对平均的经验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

实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平

均%

#农民存在的经验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机械唯

物主义% 其次#毛泽东肯定和吸收了农民的经验

主义中反映农民追求公平的文化传统和思想% 毛

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应当注重吸收农

民追求公平的合理文化意识#虽然农民的经验主

义是形而上学的#(不能完全解释宇宙)

&

#但(带

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

'

#对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平

等&公平思想#紧密联系着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

求和愿望#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吸收农民宇宙观中

的合理要求并努力实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也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吸引

农民走上革命道路#并通过在党内和革命军队中

实行平均的共产主义生活#来保持以农民为主体

的革命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因此#毛泽东要求

(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

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

要的% 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

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

有妨碍的)

(

%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考察寻乌

的土地分配#就满足了农民文化传统中对均田地

的合理诉求!(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

样分配% 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

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

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

敢放半句屁% 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

配两个意义%)

)在这里#农民要求的平均分配土

地的(平田主义)契合了农民文化传统#因而最能

够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和接受%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批评和破除了

农民出身的红军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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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熊辉!毛泽东批判反思经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非组织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等农民文化意识中的经

验主义#使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无产阶级思想成为

农民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 红军中的干部战士和

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

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

%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

内的错误思想+中明确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

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毛泽东所

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实质就是指农民文化传统中

的小生产者宇宙观即经验主义% 首先#批评了主

观主义与个人主义% 毛泽东认为#经验主义是一

种主观主义% 在红军和党内主观主义普遍存在#

在领导工作中主观主义不是导致机会主义"教条

主义'''笔者注$就是会导致盲动主义"经验主

义'''笔者注$#而对党内主观主义的批评也容

易引发无原则纠纷#破坏党内团结#

% 毛泽东重

点批评了与主观主义相联系的个人主义#其表现

为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

极怠工等#这些思想实质也是农民文化传统的宇

宙观的表现#特别是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

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

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

$

% 经验主

义的特征就是狭隘性#红军中的农民将小生产者

的狭隘心理带到红军队伍#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

必须根除% 其次#批评了极端民主化与非组织观

点% 极端民主化实际上是农民狭隘心理和把感性

经验当作普遍真理的外在体现#(极端民主化的

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这种自由

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

端民主化的思想)

%

% 此外#毛泽东还批评了红军

中的(非组织观点)#主要表现在(少数不服从多

数)和(非组织的批评)

&

#这些错误的非无产阶级

观点和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的表现)

'

%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

要指的是农民#这些错误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实质

上是农民文化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外在表现% 由于

中国农民在经济地位上是土地小私有者#在革命

意志方面处于忽(左)忽右的动摇#因而容易在思

想方法上表现出狭隘性&片面性#再加上较小的农

业生产规模限制了眼界#往往沾沾自喜于一孔之

见#极易犯经验主义宇宙观的错误% 有鉴于此#民

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把握农民的文化

传统和文化心理#启迪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

悟#消除农民文化中经验主义的宇宙观%

三4毛泽东从经验主义的思想基础和

思想方法角度$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

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

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

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

(

#再加上工

人党员(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

)

#具有

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党员在党内占有较大比例#犯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人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及其

知识分子% 由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

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

易产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笔者

注$&宗派主义)

*+,

% 经验主义作为教条主义的合

作者&附庸和助手#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

则#使中国革命多次遭受严重损失% 遵义会议之

后#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才从思想根源和思

想方法上纠正和清除了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错

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

第一#毛泽东揭批小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在

思想基础上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主观主义的极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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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毛泽东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进行比较#揭

示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思想基础的同一性#揭

批了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必须在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从书

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

!教条主义的

另一个极端就是经验主义% 在党的历史上#中国

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也是同经验主义作

斗争并逐渐战胜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党的发

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

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

的% 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

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

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

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

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

"

% 因此#毛泽

东批评和反思教条主义(唯理论)#也批评了经验

主义的片面性&局限性错误#推动中国革命经验的

马克思主义化进程% 毛泽东认为#由于(教条主

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

极发生的东西)

#

#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

都是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不仅严重损害中国革

命事业#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障碍%

因此#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和克

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指出!(我们党

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

验主义% 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

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

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在土地

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依据苏俄革命经验#置中国

与苏俄国情的差异于不顾#主观地推行(城市中

心论)#教条主义者(污蔑他"毛泽东'''笔者注$

是-狭隘经验主义者.)

%

#污蔑农民运动为(痞子

运动)#批评毛泽东在山沟里提出的一整套符合

中国实际的政策是经验主义% 对此#毛泽东予以

深度回应和批判!(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

克思主义% 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

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

义% 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

前也是在城里的% 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

马克思主义了% 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

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

&如果不把

经过检验的经验认识形成理性认识#不在革命实

践中充分重视理论认识的指导作用#而是拘泥于

个体自身在实际工作中带有片面性的感性经验#

并把这种经验当作普遍的真理加以套用#那么这

种态度必然导致经验主义%

第二#毛泽东从思想方法上揭示小资产阶级

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指出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思想方法上清算经验主义错

误% 在思想方法上#经验主义在指导实践工作时#

就会把局部的甚至是狭隘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的真

理#出现以现象代替本质&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

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方法% 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

义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根源都是相同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思想方法上分析

了经验主义的社会根源#清算了经验主义错误%

一方面#经验主义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性和

片面性#满足于感性经验#不善于将具体的感性经

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因而难以在

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洞察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

律#甚至迷失革命方向#陷入主观盲动% 经验主义

(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

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

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

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

% 具有小

资产阶级意识的党员在党内占有较大比例#小资

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犯(左)倾教条主义#(-左.

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

想)

(

#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则被经验主义所

俘虏% (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

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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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熊辉!毛泽东批判反思经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

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另一方

面#经验主义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绝对化个人经

验#只承认和相信亲自体验过的经验#不相信和承

认其他人的经验#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主观主义的

经验主义% (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

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

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经验主义者否认马

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而是(从

狭隘的经验出发)

#

#因而看不到中国革命发展的

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很容易成为教条主义者

的俘虏%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克服主

观主义的经验主义)

$

#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自觉性#善于对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上升

到理论高度%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批评的是狭隘和片面

性的经验主义而非有益的经验#相反#毛泽东十分

重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认为这

是实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必然的发展路

径#认为从事实际工作而具备丰富的经验是难能

可贵的#(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

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

&

% 在毛泽东看来#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才能实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感性认识上升

到理性认识% 因此#一方面#总结经验不等于经验

主义#另一方面#要避免经验主义错误就要及时将

感性经验真正升华到理性认识#掌握事物变化发

展的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绝不能把

感性的经验误作普遍真理%

@$+/+2+.>&%8A-('-2/+"%"%7>B+$+2+.>C0

<&"=-8"%6&%81+%+2+D&/+"%"(<&$E+.>

Z=7:;[@(

"=0>?(?@?A'B?DAHD(0A>A:I?('0 H'DA>(NA0A>># W(0I0 80(NAM>(?G# ;@I0<VD'@ +$#2*!# HD(0I$

!"#$%&'$! 5J(& ?DA/M(?(/(>J# I0& MABEA/?('0 '0 ?DAAJF(M(/(>J?MA0& S(?D(0 ?DAH'JJ@0(>?CIM?G'BHD(Q

0II0& ?DA>(0(/(VI?('0 'BOIMP(>J# OI'TA&'0<\D'@<D?SI>B(0IEEG&ANAE'FA& RG?DAHCHCIM?GJAJRAM>@0Q

&AM?DA<@(&I0/A'BOI'TA&'0<)](M>?# I//'M&(0<?'OIMP(>?AF(>?AJ'E'<GI0& /'0?MI&(/?('0 ?DA'MG# OI'/M(?(Q

/(VA& AJF(M(/(>J)LG'NAM/'J(0<(?>R(I>A& I0& '0AQ>(&A& N(AS'BFM'REAJ># DAF'(0?A& '@??DA@0&AMEG(0<

FD(E'>'FD(/E'<(/?DI?>@FF'M?A& ?DAE'/IE(VI?('0 'BAPFAM(A0/A<I(0A& RGHD(0A>AFA'FEA&@M(0<?DA(MMAN'E@?('0Q

IMGB(<D?>)KA/'0&# RI>A& '0 OIMP(>?/'>J'E'<G# DA&MASI/M(?(/(>J'0 ?DAAJF(M(/(>JFM'REAJAP(>?(0<I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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