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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底线思维的探索与思考

孔翠萍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

摘4要#毛泽东底线思维表现在既坚定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信念!又清醒地预见各种困难与不

利情况!强调在最坏可能性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有组织"全方位地采取措施应对内外困难!以确保最有利局面并取得光明

前途$ 这既是其长期作为思想领袖与实践领袖科学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推进党的实践从革命走向执

政"实现长足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将毛泽东充分估计局势"预先准备最坏可能性"透彻想好应对策略"稳

居战略主动地位的底线思维称为%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明晰毛泽东底线思维形成的理论与实践

渊源!把握毛泽东运用底线思维的基本特点!总结毛泽东底线思维的本质与精髓!对于进一步增强坚持底线思维的自觉

性与科学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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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底线思维是关乎矛盾(风险的全面考虑与有

效防范(进而服务于实践主体价值需要和战略目

标的思维范式#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

一& 从有效应对国内外局势深刻变化的现实需要

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了%坚持底线思维#增强

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

!的重大命题& %纵观党和国家的革命与建设

发展历史#毛泽东尤其在风险的自觉防范和由坏

到好的实践转化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其底

线思维方法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赞赏和继承发

展'

"

& 经常性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分

析困难和危险(为争取时局好转奠定可靠基础是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常态& 作为思想领袖与实

践领袖的毛泽东#其领导党和人民的实践旅程在

一定意义上就是预判风险(全面准备应对困难的

历史进程#且应对的往往都是具备战略意义的重

大风险与困难& 毛泽东在对实践条件以及历史前

途的充分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凡事向好坏两面

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

面'

#

& 其底线思维不仅包含对风险(困难的全面

考虑#其处理逻辑更是体现出将最坏设想与最好

愿景相统一的观念#在对最坏可能性的预见性分

析中筑牢实现最好愿景的基础#实现以底线为基

点(由最坏设想到最好愿景的质变&

一4毛泽东底线思维形成的理论与实

践渊源

毛泽东底线思维是由近代中国的复杂社会历

史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综合塑造

而成的#既是应对复杂局面的现实需要#也是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认识实践条件的逻辑必然&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

套关于安与危的认识逻辑与处理逻辑#具备忧患

意识的哲学观念#拥有安而不忘危的朴素辩证法

智慧#为毛泽东底线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方法借鉴&

第一#底线思维是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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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质并有预见性地应对复杂局面的科学思维

范式& 其主张在思想认识领域充分地分析困难(

有预见性地设定最坏可能性#则能有效避免由于

欠缺精神准备而带来的重大革命损失& 从党的发

展历程来看#由于理论准备(思想准备的缺乏#幼

年时期的党对于风险(危机欠缺辩证的分析(充分

的认知与客观的考察& 针对早期党的领导实践中

%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

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

!

的惨痛历史教训以及片面夸大困难风险从而消极

停顿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保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批

判& 他认为#对客观实际的蒙蔽式反映(对敌我较

量的短视判断(仅考虑顺利而不设想困难的片面

认知#造成了对革命进程的驾驭不足与严重后果&

主观主义者在革命环境顺利条件下表现为狂热主

义倾向#在环境困难时则渐次从%拼命主义的蛮

干'%保守主义的僵持'衰变为%逃跑主义的溃

散'#毛泽东称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莽家'理

论与实践& 通过反复总结党领导实践的经验教

训#毛泽东主张从困难与顺利两种可能性进行全

方位准备及判断#以时刻保持实践主体的战略主

动权& 毛泽东底线思维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

教训而来#但其作为科学思维方法的自觉发挥却

远远超越了对已然发生的风险排查& 毛泽东往往

是在胜利前途近在眼前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对未然

性损害及风险的预判#这就避免了实际损害的发

生及其对实践主题实现进程的干扰#呈现出底线

思维的高度预见性与前瞻性#是理论与实践双向

良性互动的实践智慧& 毫无疑问#这建立在规律

性认识的基础上& 通过长期历史观察#毛泽东总

结出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对待人民的实践逻辑#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

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

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一条马

克思主义的定律'

"

#指出在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条

逻辑斗争中存在着循环与反复#因而底线思维的

重要价值就在于在洞察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积极防

范& 基于这一行为机制的规律性把握#毛泽东保

持了对于反动势力反人民本质的政治清醒与警

惕#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

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

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

律'

#

#提出人民的斗争实践就是不断管控并战胜

风险矛盾的历史过程&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

辩证法为毛泽东底线思维奠定了哲学基础& 经典

作家对事物发展态势所内在包含的多种可能性进

行充分而全面的预判#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

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形成了多维审视与积极

准备相统一的理论基调& 恩格斯科学处理原则性

与灵活性(底线边界与实施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

统一#从掌控主动权的角度提出%应当弄清楚#分

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以

及%同时做好一切准备'

$的思想#这对时刻处于

复杂斗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觉保持政治警

惕(预判问题及防控风险具有指导意义& 置身于

艰险的斗争环境#列宁既看到革命力量逐渐增强

的发展趋势#也对无产阶级应对危机(防范风险及

突然事件表现出极大清醒& 列宁提出在国际地位

巩固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危机并

为突然事件的发生做好应对准备#强调%倘若我

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

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

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

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

败'

%

& 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局势#毛泽东不

仅认识困难一面的现实性#同时着眼于党和人民

的历史进步事业为困难及风险的预判奠定了基本

逻辑与价值立场+在战胜困难的认识中#毛泽东强

调以辩证的思维审视困难与成绩#主张同时看到

困难与成绩(光明#从主体心理上提高战胜困难的

勇气+毛泽东还从矛盾解决的角度提出从更大范

围的意义上审视胜利与失败#强调%此处失败'与

%彼处胜利'的可通约性(共存性与发展性#主张

胜利道路的可设计性与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深

刻建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思

想+依据实践对理论认识的基源性#辩证看待困难

对主体实践能力提高的潜在意义#强调灾难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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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坏事'的属性#在主体的实践能力历练方面也

表现出%好的因素'#认为主体解决%坏事'的本领

正是在应对%坏事'的实践中得到提高的#从而得

出%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

!的辩证观

点+从对困难解决和认知的规律性预见角度#毛泽

东主张困难与黑暗具有暂时性#而胜利的曙光是

可以预见的#这就根除了困顿于困难与黑暗的悲

观论点+在对危险的内容(结构认知上#毛泽东认

为风险具有层次性#提出了%大风波' %中风波'

%小风波'的界分#既强调注意防范最大的风险#

同时主张以不畏惧的态度面对和处理风波+在应

对风险的主体力量上#指出%靠自己的双手'而非

依赖菩萨救命的方法应对危机#强调以独立自主

的战略定力寻求突破困难的主体性力量#表现出

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及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基本

着力点&

第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忧患意识及转化智

慧为毛泽东底线思维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成分& 中

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及智慧积淀中#形

成了鉴别(转化安与危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塑造在

逆境中看到生机的乐观观念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

意识& 中国古人%生于忧患'的理念将忧患提高

到安身保国的价值高度以及生死存亡的规律性角

度加以认识#这一关于忧患根本地位和现实价值

的朴素认知对中国人保持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性具

有重要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主义价值

观更是得到广大先进分子的普遍认同#表现出鲜

明的伦理追求意蕴& 这一保持对危机和风险警醒

认知的社会心理随着近代中国不断累积叠加的民

族危机而得到全面强化& 毛泽东一方面保持对忧

患的主动认知#另一方面也采取科学手段促进安

与危的现实性转化#这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朴素辩证法智慧&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借用老子的福祸认知与转

化思想强调全面看待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了坏向

好转化的条件性与可能性#这深刻彰显了毛泽东

底线思维转化逻辑的传统哲学底蕴& 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观念上还提出了%守乎

其低而得其高'的可能性& 毛泽东对中华传统哲

学中的忧患意识与转化智慧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辨析与批判扬弃#并将之发展为救亡图存

及构筑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思维范式+作为%革命

功利主义者'#毛泽东忧患的对象是党(国家和人

民这些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内涵的进步性社会

存在#并自觉承担起改造近代中国(推进民族复兴

的历史重任+其矛盾转化观点不仅强调转化的可

能性#更在强烈实践能动精神的激发下升华为社

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堪称运用底线

思维最自觉(最卓越的共产党人'

"

&

二4毛泽东运用底线思维的基本特点

敌人的危险性(斗争的长期性以及受内外矛

盾交互作用而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在观念层面

催生了主体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全面认知斗争实

践的条件(状态及远景的现实需要& 与此同时#如

何能够常态化地认识矛盾风险#也对思想领袖的

思维范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正确认知困难及其对主体精神状态的规定

性#提出%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

而有秩序的工作'

#

&

第一#毛泽东底线思维是忧患意识与战斗精

神(理性审视与实践部署的辩证统一& 对困难的

准备和最坏情况的设想不仅需要基于历史逻辑和

实践规律的理性分析#同时对主体应对困难及最

坏情况的精神品质提出了现实要求& 底线思维对

困难(风险的辩证认知#既不是盲目乐观的#也不

是悲观无望的& 毛泽东一方面保持预见困难的自

觉性(主动性#准确地分析困难(预判多种可能性#

为更科学的实践方案设计提供可靠前提#另一方

面也表现出克服困难(冲破障碍坚不可摧的顽强

战斗意志& 忧患的理性观念与不懈怠的战斗精神

构成了毛泽东底线思维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 与

此同时#毛泽东底线思维不仅局限于思想价值观

的精神层面#更强调通过切实举措实现理性审视

与实践部署的辩证统一#完成由理论思维到实践

方案的现实性推进& 在毛泽东那里#底线思维是

以饱含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为基础#在最坏的

可能性上建立政策(争取最有利的实践成果(积极

争取战略主动(体现目标与手段高度辩证统一的

理论思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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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时刻诞生的#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战胜

各种风险挑战中日益走向成熟的& 一方面#她在

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直面困难#敢于迎接挑战#

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她又在战术上重

视敌人#随时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

!

基于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为了取得斗争的主动

权#保持斗争精神#毛泽东一方面发扬以弱胜强的

革命乐观主义与战略定力#另一方面主张对矛盾

风险主动掌控(有所准备#辩证审视%真老虎'与

%纸老虎'#强调从%真老虎'的角度重视敌人#并

以此为出发点谨慎应对复杂的可能性及最困难局

面& 毛泽东底线思维是对战略定力与革命信心的

有机补充#多次强调对困难局面的主动预判#表现

出思想观念上的忧患意识和应对策略上的创新眼

光#对代价的必要性以及奋斗的长期性保持充分

认知#反对贪图直路的想法#主张做好走曲折道路

的思想准备与战略准备#为社会层面的底线思维

塑造起到了积极的方法铺垫与价值引领&

第二#毛泽东底线思维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

矛盾机制中进行思考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强调抓

%早'抓%小'#注重把握%早' %小'背后折射出的

普遍性问题#通过对矛盾风险的敏锐观察#发挥自

觉能动性阻断不利风险的早期发展链条#将矛盾

的爆发时间及规模控制在主体能够有效管控的范

围之内#表现出注重防范以及从萌芽状态进行源

头治理的基本思路#这是在矛盾转化时机管理上

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自觉遵循与能动运用+通过最

坏的设想与最好的实践结果的内在作用机制构

建#毛泽东实现了对矛盾风险的主动认知#即不是

被动地等待矛盾风险的扩大化#而是对矛盾风险

的发展条件(作用范围加以能动地管控#谋求有利

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的最大化利益#

对特殊条件下的矛盾转化机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

发挥& 预计最坏的可能性不是基于悲观的对敌判

断#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运思下精准估计

敌人的整个力量以及自身获取胜利的把握程度#

是纠正了%既不夸大'与%不足够'两种片面性基

础之上的(对矛盾斗争结局的预见性认识& 有所

准备(高度警惕(科学预见是促进矛盾转化的关键

要素#毛泽东多次从减少代价(争取主动权以及适

应形势发展变化等角度强调准备的必要性(程度(

着眼点(内容(时机(目标(意义& 毛泽东将有所准

备作为恰当应对复杂局面的充分条件#并对准备

开始的时机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主张%必须预

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

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

面'

"

& 从其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来看#毛泽东认为

失之过迟付出的代价比失之过早要大#其从利益

权衡的角度推崇将准备的时间提前#认为早做准

备的价值优势在于有备无患并能够保持立于不败

之地+运用底线思维考虑问题#毛泽东认为长期准

备(从困难处准备具有减少代价及利益损失的比

较优势#可以形成较少受害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

详细分析了做好一切准备的实践优势及心理优

势#将对最有利局面的争取与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作为具有根本抓手意义(相辅相成的两条原则加

以阐释& 可见#毛泽东底线思维既有现实危险存

在的客观条件下的积极应对#也有对矛盾风险的

主动预判#是对事物发展矛盾制衡机制的深刻观

察基础上而形成的科学思维#是两手准备下积极

争取最好前途的建设性思维&

第三#毛泽东底线思维有独特的质性#但并不

是孤立运思的#在现实运用中具有综合性(交叉

性& 如果说战略思维是基于对战略目标的正面设

计而追求最大化战略利益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

是基于全局与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激发最大限

度的矛盾张力#历史思维是基于对战略目标的再

审视而向历史寻求智慧借鉴与治理支持#创新思

维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而为战略设计及

实践活动提供驱动力#那么底线思维则是通过全

面预判影响战略目标系统性实施的负面要件#在

战略目标的最优愿景与战略实施的矛盾风险的两

极中#通过反向防控从而实现最大化战略利益的

思维范式& 底线思维需要实践主体根据党的思想

路线的实践要求#透彻分析矛盾风险的时代背景(

具体内容及基本特点#通过有效的实践方案设计

与实施不断促成最坏可能性向最好结果之间的现

实转化&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正

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适时处理

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

不断克服困难乃至危机#向好的方面转化#最后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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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胜利&'

!战略思维决定了底线思维的问题域#

毛泽东准备的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关乎革命前

途及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风险+辩证

思维决定了底线思维中实践主体根据现实性与可

能性相互作用的矛盾机理进行顶层设计的科学程

度与互动格局#底线思维本身蕴藏着最坏与最好(

质与量(规律性和能动性等多重矛盾关系的辩证+

历史思维形成了底线思维的历史依据#只有建立

在历史经验教训科学总结基础之上的历史规律才

能为底线思维及其预见性提供可靠的逻辑出发点

与科学借鉴#反过来#底线思维使主体得以通过对

最低设想到最高利益的转化机制#实现历史(现实

与未来的现实性推进+创新思维决定了底线思维

的开放性视野#以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开启新的

历史条件下思维范式与矛盾问题的双向互动& 毛

泽东正是在全面融合(深刻把握战略思维(辩证思

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内在机制精髓的基础上#

保持了对底线及其转化的高超运用#切实推进了

由科学辨析底线到圆满实现战略高线的建设性

转化&

三4毛泽东底线思维的本质与精髓

%现实问题不是静止不变的#根据现实问题

开展社会实践#在毛泽东看来#必须懂得现实问题

的具体辩证法#立足于现实问题的具体存在及其

发展变化#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察它(分析它(研

究它和解决它&'

"毛泽东底线思维中的最坏设想

与最好结果来自对形势和任务的经常性分析#其

在最坏设想与最好结果之间建构了必要的层次

性#体现了主体价值利益的现实需要(理想信念的

超越性和引领性& %底线思维作为防患于未然的

思维#其思维指向是为获得更大效益保底#没有目

标和理想的防患于未然的思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

必要的虚假意识流&'

#毛泽东发挥辩证唯物主义

的思想家本色#辩证对待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

的诸多决定历史前途的重大事件#不仅设想积极

的前途#同时在对坏的局面的提前部署和积极准

备中#加大实现积极前途的砝码#确保有利于价值

主体的光明前途& 其关于最坏设想(最好结果的

审视与转化积累了重要的方法论智慧和规律性认

识#迄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最坏设想需要向最好结果转化& 正确

界定好与坏是实现底线思维矛盾转化的首要前

提& 好与坏的科学界定本身是理论思维能力的重

要体现#只有科学的界定好与坏才能以真正危及

全局的矛盾风险点为着力点发挥自觉能动性并进

入正确的防范化解进程#错误的内容界定及标准

界定无疑将造成实践能动性的错误着力点#其本

身也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 在毛泽东看来#

好与坏的价值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有利于

民族(有利于革命#这与唯物史观的价值逻辑塑造

密不可分&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通过历史

的考察与分析对时局做出了准确判断#从好坏两

种可能性(两种前途的角度对%事实'加以全面理

解& 这充分表明!底线思维不是臆想困难#而是根

据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做出的准确判断& 既承认

顺利#也承认困难#既准备最坏可能性#也准备最

好可能性& %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

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

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

$从二

者互动的全面性机制来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

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

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

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

& 只有准备了最坏的

可能性#才能为最好的结果创造必要的条件与保

障& 这不仅是矛盾同一性原理和能动的辩证法的

本质要求#而且为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所

证实& 毛泽东底线思维归根结底是对危及党和人

民事业的根本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这不是对客

观规律的否定#其作用机理恰恰以对矛盾的客观

存在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为前提#以历

史唯物主义所昭示的进步事业为价值导向#其自

觉能动性的发挥是在客观条件及历史规律所造就

的社会历史空间中得到实现的#显示出对复杂历

史局面的理论分析能力和综合驾驭能力&

毛泽东对底线思维的运用是自觉的(持续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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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孔翠萍!论毛泽东对底线思维的探索与思考

的& 在毛泽东看来#不能以底线思维对时局作出

全方位的判断进而发生过左过右的偏差#以致产

生不加说明和不加克服的实践误区#本身也是

%绝大'危险的一种& 另外#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

实践的复杂局面对实践主体应对和防控能力的要

求是全方位的#对矛盾困难的放任与堆积势必形

成危及战略目标的重大隐患& 更重要的是#重大

隐患决不会采取孤立姿态静止不动#在其与系统

诸要素的矛盾交互中必将叠加成系统性的整体危

机#最终带来颠覆性的后果& 因而#对最好结果的

追求必然要求对最坏情况加以系统分析#不仅分

析其客观存在的状态(结构#更重要的是创设这一

对特殊矛盾转化的现实途径& 只有实现转化#才

能摆脱被动局面并真正构建主体的战略主动权&

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优势必须建立在主体的主

动准备的基础之上#无准备的优势并不具有直接

的现实性#劣势一方通过积极准备可以形成出敌

不意的巧妙攻势并进而把优势者击败& 更重要的

是#底线思维决定着以什么样的判断开始矛盾转

化并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付出主体的实践努力#拥

有了底线思维则能够赋予自身实践更大的%确实

性'#并进而剥夺敌手的优势及主动性& 在这个

意义上说#敌我之间的对垒与博弈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能否科学运用底线思维的对垒与博弈&

第二#最坏设想可以向最好结果转化& 毛泽

东底线思维把握了由最坏设想向最好结果转化的

现实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思维及实践经验&

从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发展观点看问题#毛泽东

认为进步事业的矛盾(困难(风险是可以克服的#

而反动势力的困难由于其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与

发展前途因而具有不可克服性& 从事进步事业的

人们通过最坏可能性的设想#充分利用实践条件

挤压最坏可能性的作用空间#不断形成有利于主

体的最好的现实性& 这不是对唯物主义客观逻辑

的否定#而是通过主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

挥创造更大的张力空间#在受历史规定性和条件

性决定的范围区间内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

实现最大化的实践成效& 在毛泽东看来#现实的

可能性具备充分的根据#而抽象的可能性欠缺充

分的根据& 底线思维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对矛盾

运动发生发展及力量对比较量的规律性地预判#

及时切断不利于主体的抽象可能性向现实可能性

转化的进程#夯实有利于实践主体的现实可能性#

避免不利于主体的潜在的抽象可能性& 更重要的

是#毛泽东注意到最坏设想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认

识功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将亡国危险加诸中

国人民之上时#也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民产生了亡

国危机的深刻观念#明确了走团结抗战的历史必

由之路&

有所准备是实现底线思维矛盾转化的前提&

有所准备的价值在于准备对抗矛盾风险的客观基

础#创造管控矛盾风险的条件与方法#预想实践方

案的部署#避免思想的被动与现实的代价& 有所

准备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当矛盾处于爆发期时能

够有效应对#更具建设性的意义在于对矛盾制衡

状态的准确拿捏#将矛盾的爆发与否(爆发时间通

过基于规律性认识的积极努力管理在有利的范围

之内& 准备好战争#则有可能更好地预防战争+准

备好了出大事#则有可能遏制大事发生的条件#进

而产生不发生大事的有利后果& 毛泽东既强调有

所准备的实际应对性#也看到有所准备的潜在遏

制性& 从准备的内容来说#是精神(物质等的全面

性(立体性准备#通过组织起来的方针与行动实现

群众力量的合力#以此克服困难& 基于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本质及行为逻辑#

毛泽东注重防范于抗战路线有根本矛盾(于抗战

大局有危害的危险#强调两手准备(双管齐下#主

张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

应对风险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建

设#提高主体应对风险能力& 正确的方针政策是

党的领导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体现#是实现最

坏设想到最好结果的决定性转化条件& 毛泽东底

线思维的科学性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源于对困难

局面与顺利局面的不平衡性分析& %革命斗争中

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

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

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

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

面'

!

& 毛泽东不仅指出了由困难向顺利的转化#

也警惕由顺利向困难的负向转化#而区分两种转

化的根本指标在于是否有党的正确领导& 在

-0共产党人1发刊词.中#毛泽东着眼于党的历史

发展及价值定位#结合抗日战争实践的全局性战

略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强调党动员群众认识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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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战线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分裂(倒

退三大危险的客观性#提出以抗战(团结与进步的

方针应对投降(分裂与倒退的严重危险+在党的建

设问题上#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主张全党

提高对时局的警觉性#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多角

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政权#增

强突然事变的应对能力#减少因意料不到而在突然

事变中产生的意外损失& 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通过自我完善和加强领导与

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积极发挥群众智慧良性

互动#形成战胜风险困难的强大社会力量#将造就

由风险预判向最优化的战略利益的现实转化因素#

充分释放政治组织及群众智慧的发展合力&

结语

风险与困难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确

定性的含义是指对矛盾本质的分析(风险与困难

的指向具有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含义是指风险与

困难爆发的时机(程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底

线思维的实践能动性在于通过事物发展规律性的

自觉遵循主动地(科学地把握不确定趋势中的确

定性因素#在基本逻辑造就的可能性空间基础上

谋求最大化的战略实践效益& 正是基于对风险困

难内在矛盾统一的综合判断#使毛泽东能够运用

辩证法的智慧#通过主体的能动把控和主观努力#

积极促成由坏到优的建设性转化#从根本上将坏

的因素剥离或置于主体的可控范围之内& 底线思

维以主体的清醒判断为前提#以由坏到优的积极

性转化为内在机制#保障有利于实践主体的光明

前途& 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准确界

定各个社会历史时期底线的内容与防范#其对风

险与困难的主动把握不仅见之于斗争条件异常艰

难的革命年代#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他仍然

保持着战略清醒#对来自党内外(国内外危及社会

主义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多领域地

系统思考& 其通过准备价值性风险#构筑党的领

导的政治安全屏障& 通过准备事实性风险#构筑

社会历史实践的现实基础& 在每个历史时期#随

着特定社会历史任务的不同#毛泽东对风险点的

认识及防范手段有质的区分与适时调整#然而其

注重通过底线设计而追求最有利局面的底线思维

没有改变#并以较强的历史延续性积淀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底线思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3"%6=. 7L@'"$&/+"%&%345+%K+%6"%M"//"HNE+%-45+%K+%6

;abY<O'@U'.?

"\CUAEFNC.F&LWJ'B&I&UJG# bA.,'.?Q.'RCEI'FG# bA.,'.?!#$$!)# <J'.A$

!"#$%&'$! DA&8C%&.??EAIUC% FJC'.FCE.ABCR&BOF'&. A.% /CG'.LBOC.-C&L-&.FEA%'-F'&.IA.% E'I/I

A--OEAFCBG# CMUB&EC% FJCNC-JA.'IN A.% XAGIF&-&.FE&B-&.FEA%'-F'&.IA.% E'I/IA-F'RCBG(DA&8C%&.?

CIFAVB'IJC% FJC?EA.% I&-'AB'IFVBOCUE'.F&L.AF'&.AB'.%CUC.%C.-C# EC,ORC.AF'&. A.% UC&UBCTIJAUU'.CIIL'ENBG(

DCA.XJ'BC# JCL&ECIAX-&.FEA%'-F'&.IA.% E'I/IIFEAFC?'-ABBGX'FJ AJ'?J %C?ECC&LU&B'F'-ABI&VCE.CII# UECUAEC%

L&E%'LL'-OBF'CI'. A. ABB@E&O.% XAGA.% IFECIIC% FJCCIFAVB'IJNC.F&LU&B'-'CI&. FJCVAI'I&LFJCX&EIFU&II'V'B'FG

F&C.IOECFJCN&IFLAR&EAVBCI'FOAF'&.(ZF'I.&F&.BGFJC'.CR'FAVBCECIOBF&LJ'IB&.?@FCENI-'C.F'L'-BCAE.'.?&L

J'IF&E'-ABCMUCE'C.-CAIA. '%C&B&?'-ABA.% UEA-F'-ABBCA%CE# VOFABI&AU&XCELOB'%C&B&?'-ABXCAU&. F&UE&N&FC

FJCWAEFGTIJ'IF&E'-AB%CRCB&UNC.FLE&NECR&BOF'&. F&?&RCE.A.-C(:'̂'.U'.?JAI-&.I'%CEC% DA&8C%&.?TIV&FF&N

2

B'.CFJ'./'.?AI%'NU&EFA.FU&B'F'-ABCMUCE'C.-CA.% X'I%&NL&E?&RCE.'.?FJCWAEFGA.% FJC<&O.FEG'(<BAE'LG'.?

FJCFJC&ECF'-ABA.% UEA-F'-AB&E'?'.I&LDA&8C%&.?TIV&FF&N@B'.CFJ'./'.?# ?EAIU'.?FJCVAI'--JAEA-FCE'IF'-I&L

DA&8C%&.?TIOIC&LV&FF&N@B'.CFJ'./'.?A.% IONNAE'd'.?FJCCIIC.-C&LDA&8C%&.?TIV&FF&N@B'.CFJ'./'.?

JARC?ECAFI'?.'L'-A.-CL&EA%JCE'.?F&V&FF&N

2

B'.CFJ'./'.?N&EC-&.I-'&OIBGA.% I-'C.F'L'-ABBG(

()* +,%-#! DA&8C%&.?+ V&FF&N@B'.CFJ'./'.?+ UEC@UECUAEAF'&. -&O.FCENCAIOECI

!责任校对4朱春花"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