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１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８年７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６０年研究信息计量实证分析①

仉晓红１，聂家华２

（１．曲阜师范大学 图书馆；２．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 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研究的６０年学术史大致分为兴起、低落、复苏、发
展、兴盛、稳定６个发展阶段。信息计量学普赖斯定律测定所得核心作者及其贡献，汇聚了在史料挖掘、改革思想渊源、
理论地位评价、实践指导意义等方面的权威成果。主要研究场域呈现出文本解读、史料支撑、早期研究等不同侧重点的

研究特长。高频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分析还原了《正处》研究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时代价值、对《正处》重新

认识和评价、产生背景、理论贡献５个主题热点。有近三成重复性研究缺乏创新性，相关实证研究有待挖掘。《正处》的
基本思想观点在新时代化解重大矛盾中的指导作用、实践价值，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等是后续

研究应关注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信息计量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２－０９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经典文献。

本文的文献统计范围覆盖以“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题的期刊论文和博硕

士论文。具体以收录文献较为广泛的中国知网数

据库和万方知识服务平台为数据源，以“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或“正处”为检索词

进行篇名检索；作者及机构统计以独立作者或第

一作者为准。在所得结果基础上剔除稿约、启示、

会议通知等非学术文章，共获得３８５条有效信息
作为研究样本，检索时间截止到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３１日。

一　学术史梳理与学术影响力分析
（一）研究历史回顾

根据发文量的阶段性变化，结合具体研究内

容把６０年《正处》研究学术史划分为 ６个阶段
（见图１）。

第一，《正处》研究的兴起阶段（１９５７～１９６５

年）。１９５７年６月 １９日《人民日报》发表《正处》
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各界立即掀起

学习、宣传、研究《正处》的高潮。到１９６１年４年间
共发文５３篇，年均发文１３．２５篇。最早是１９５７年７
月《人民教育》刊载的《在风雨中提高自己———学

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该文强

调了学习《正处》的重要意义，结合知识分子改造、

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等教育工作实际，谈了学习

《正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体会。此后，相

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文章陆续出现，到１９５８年６
月《正处》发表一周年之际，发文达２６篇，形成第一
个发文高峰。文章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

高度评价毛泽东人民内部学说的重大理论贡献，在

诸如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

领域的核心问题上分析其理论创新，并结合作者自

身工作实际，阐释《正处》所论述１２个方针的具体
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社会背景，为《正处》的解读烙

下了独特印记，将《正处》中的矛盾学说与时代背

景紧密结合的读后感、纪念文章占很大比重，１９６０
年《正处》发表三周年，论文量重新飙升达２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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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正处》的重大现实意义，剖析我国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解决方

法成为多数论文的主题。

图１　《正处》６０年研究发文量及被引量走势图

　　第二，《正处》研究的低落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７
年）。时值十年文革，《正处》研究倍显萧索和沉

寂，共发文 ２３篇，其中１９６８～１９７３年没有相关论
文发表，出现发文断档。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作成

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时有混淆，《正处》的基本思想与党和国家的实践

主题殊难契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研究和宣传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显然不合时宜。到“文

革”结束后期，虽有零星的文章关注《正处》，但也

是把关注重点放在《正处》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关

论述，为当时的“批林批孔”寻找理论依据，或试

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探寻思想

来源①。文章的一些观点与《正处》的本意相去甚

远，是对《正处》的误解或曲解。

第三，《正处》研究的复苏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６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重新

审视、客观评价这一经典文献。着重分析《正处》

产生的历史背景、客观解读其理论蕴含和价值意

义，以求实现对《正处》“工作重点转移”主题和基

本理论的正本清源②。尽可能呈现毛泽东在《正

处》中的“发展生产力”倾向及其对“四个现代化”

的重大意义。有文章首次指出《正处》的失误，从

历史渊源、产生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等

方面论证了《正处》的历史地位③。

第四，《正处》研究的发展阶段（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１９８７年为《正处》发表 ３０周年，共发文
１０篇。学术界重新认识和思考《正处》提出的社
会主义矛盾理论，积极探索其现实价值，在重新解

读和研究的过程中，探讨《正处》把“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大意

义。１９９３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相关研究发文
量达到１２篇，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
何汲取《正处》核心思想，探究社会主义发展动力

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结合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文化教育、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探讨《正处》

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当代价值和对于

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意义。１９９７
年《正处》发表４０周年，发文量达３８篇居历史新
高。多数论文从历史视角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

学说的理论渊源、生成过程进行追溯，阐释其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正式发

表稿与原讲话稿不同之处的比较、分析与解读，正

视《正处》的历史局限和理论缺陷，以期给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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蠧伯：《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４０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要》，《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孙月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实质不容篡改》，《社会科学》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柳佑 ，杨小岩：《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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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更加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五，《正处》研究的兴盛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从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６年的９年中首次出现非纪
念年份的连续不间断发文现象，９年共发文 ３１
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

的大背景下，学界对《正处》现实意义进行了持续

关注和挖掘：结合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剖析党的改

革理论，分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来源；注重

《正处》文本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详尽地还原这篇

重要文献的诞生经历，对文献形成、版本源流做了

细致考证。《正处》在理论上的局限及启示备受

关注，主要观点有：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

的作用，对执政党的根本任务认识缺失、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方法单一、过于注重矛盾的斗争性等。

２００７年《正处》发表５０周年，相关研究论文高
达６６篇，是所有年份最高峰值。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使这

一主题研究热度达到顶点，当年有４２篇文章关注
此话题。论者剖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与构建和谐

社会理念一脉相承的关系；审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

盾的新形式、新特征，思考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原则，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和方法

等；讨论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思考毛

泽东政治文化取向及其思维方式和特征。

第六，《正处》研究的稳定时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这一阶段共发文１１２篇，年均发文１１．２篇。
除２００８年受２００７年高发文惯性影响，２０１７年６０
年纪念发文量小幅回升外，本阶段发文量总体稳

定均衡，说明学界对此主题的关注态度趋于成熟。

研究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其一，《正处》与《论十

大关系》等著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早期探索的

重大意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研究的出

发点、解决方法原则的系统解读，对《正处》关于

“主要矛盾”的再探讨、《正处》在国际上的传播及

评价；其二，深入探讨《正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意义、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支

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影响以及《正

处》所蕴含的和谐理念等；其三，《正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研究。分析了《正处》蕴含的政治教育

思想及意义、探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内

容和原则；其四，《正处》哲学思想研究。矛盾理

论的逻辑分析、辩证法思想的当代价值、对立统一

规律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之道、《正处》对矛盾

特殊性理论的运用、深化及发展、社会主义改革的

哲学基础的渊源；其五，《正处》思想具体运用研

究：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解决路径、基层矛盾

的化解方法、危机管理原则、政府维稳工作的新思

考、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等。其六，从历史价

值、当代意义、研究述评等方面对《正处》６０年开
展纪念性研讨。

（二）文献影响力回溯

“文献影响力反映的是文献未来研究工作的

继续、应用、发展或被评价的程度，文献的被引频

次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以评估科研成果的影响

力。”①图１显示《正处》６０相关文献年总被引１３８
篇、５０６频次，占总比４５％。被引量与发文量走势
基本一致，表明该主题的研究质量与研究数量大

体呈同步发展态势。１９９６年以前年均被引频次
低于１，被引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此时的文
献传播度和影响力较低。１９９６以后年均被引频
次开始上升，２００２年达到９．５的顶峰，表明这一年
论文的影响力最大，受后续研究者关注较多，对其

评价、参考等延展性的研究较为集中。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之后年均被引频次震荡回落，文献的学术
影响力较前期有所减弱。从总体看，在新时期学

术繁荣阶段，学术界的引文意识逐渐提高并日渐

成熟，《正处》相关论文影响力持续生效。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被引量趋势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该时段
离本文调查时间较近，此时相关文献的学术价值

受时滞影响，在客观上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所致。

二　《正处》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在各学科领域造诣较高、学

术活动较频繁、发表论文较多从而影响较大的作

者。他们在学科发展中发挥着导向作用。”②“在

信息计量学中，用于测评核心作者的指标有两个，

一是发文量 （重要性评价），二是被引量 （影响

力评价）。”③６０年来《正处》研究作者发文最多的
数量是３篇，作者文献累计被引量为５０６次，依据
信息计量学“普赖斯定律”④可知核心作者发文量

的最低下限为：

Ｍｐ＝０．７４９× Ｎｐ槡 ｍａｘ＝０．７４９×槡３≈１．３
累计被引频次最低下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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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建中，王名扬：《文献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许晶晶：《基于引文分析的核心作者研究———以建筑类图书为例》，《图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钟文娟：《基于普赖斯定律与综合指数法的核心作者测评———以〈图书馆建设〉为例》，《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９页、第２２０－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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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０．７４９× Ｎｃ槡 ｍａｘ＝０．７４９×槡５０６≈１７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的取整原则可知，确定发

文量大于等于 ２篇且累计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１７
次的作者即可为《正处》研究的核心作者，统计见

表１。
逄先知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经历和长期的毛

泽东文献整理与研究积累，使其在《正处》研究上

具备独特的学术资源优势，与李捷合著的《一篇

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是目前关

于《正处》研究中历史资料最为详实的权威文献。

文章分上中下三部分系统考察了《正处》从酝酿、

形成、修改到最后发表的完整生成过程，细致考察

了《正处》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梳理了毛泽东关

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从思考酝酿到最终问世的曲

折历程，为全面理解《正处》思想内涵、全面把握

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支持。

表１　《正处》研究论文核心作者

作者姓名 发文篇数 累计被引

逄先知 ３ ４３

周新城 ３ １７

金春明 ２ １８

张启华 ２ １７

经济学家周新城深刻阐释了毛泽东人民内部

矛盾学说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关系，指出

《正处》对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判断内在的规定

了改革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非对抗性

的认识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和原则，同时

剖析了《正处》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内在关联，认

为《正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

渊源。另外，周新城还分析了《正处》对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金春明系统阐述了《正处》对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创新，客观分析了其历史局

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得出《正处》是毛

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高峰的结论。张启华

注重探究《正处》理论的实践意义，分析我们党在

贯彻《正处》过程中的失误，同时阐释《正处》理论

与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关系。

三　《正处》研究场域分析
（一）核心期刊统计分析

根据下载数据经 ｂｉｃｏｍｂ统计软件去重处理
可知，６０年来刊载《正处》研究的期刊共有 ２３４
种，图２是发文量相对集中的前１６种期刊，共发
文８４篇，占总比２２．７％。

《毛泽东思想研究》作为第一家专门研究和宣

传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刊物，共发表《正处》研究论

文１３篇，是发文最多的期刊。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间的
文章主要对《正处》修改稿进行评析，对《正处》之

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

意义进行探究；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侧重探讨《正处》在改
革开放新时期的方法论启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生活主题”思想。２００７年刊发的文章主要为
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主要特征、如何构建和谐社

会，以及史实回溯、现实意义等综合性研究。

图２　《正处》论文主要刊载期刊

　　《党的文献》以文献资料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为《正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起陆续有《正处》研究论文发表，有学

者系统回顾了《正处》发表之初的社会反响，也有

论者认为《正处》蕴含了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主要

矛盾”思想的萌芽。自２００７年起，《党的文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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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以《正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

系、《正处》在国际上的传播等为主题。

《学术月刊》发表相关文献８篇，主要刊载于
１９６０年以前，是早期讨论《正处》思想的代表性期
刊。相关论文重点探讨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与我

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关

系、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与加强共产

主义信念的关系、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的理论在财政税收、教育、理论教学、工商界“思

想改造”等实际工作中的指导作用等问题。

（二）研究机构分布

图３为《正处》发文作者的机构分布，结合图
４可看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的高等院校马克
思主义研究机构是《正处》研究作者最为集中、发

文量最大的部门，专业使命和学科背景原因使这

一研究的学术物理重心集结于此，将《正处》与马

克思主义原理、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学理性论著较

为多见，长期专业训练和学术积累使此类机构的

研究呈系列化、系统化特征。以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核心的科研院所，

是《正处》研究的传统支柱型机构，凭借权威可靠

的历史资料和学界浸淫多载的资深专家，能够把

握学术动态、引领学术方向，是高影响力文献和高

被引作者集中区域。以中共中央党校为主的党校

系统也是《正处》研究主要机构，结合我国社会主

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紧扣时代脉搏、关注

实践中的路径和方法，注重讨论《正处》的指导意

义和现实价值是这些机构论者的特点。

四　《正处》研究的热点主题分析
任何一项研究都是研究者在问题意识引领

下，自觉地围绕着有意义的特定主题展开的。本

文运用关键词共词聚类分析法还原《正处》研究

热点主题，“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以共词出现的

频率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在文

献群的主题中，通过聚类分析，能把这些关联密切

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①，这些类团便反映

出该项研究的内容、主题、热点和现状。

本文利用 Ｂｉｃｏｍｂ书目共现分析系统，获取
３８５篇《正处》相关论文的关键词 ２２２０个，经高频
词清洗界分后最终得到有效高频关键词 ６４个，累
计占百分比６０．１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生成

６４６４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后导入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生成了可视化的关键词聚类树状
图（图５）。聚类图样本分为若干个类团，我们依
据各类团的中心词及类团性质，归纳出６０多年来
《正处》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

第一类主题：《正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论述与“继续革命论”的关系研究。《正处》公开

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

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

严重的估计，在《正处》讲话稿的整理修改过程中

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指出“被推翻

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

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

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

摄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

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②。对于这些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成为“文革”期间研

究者的关注重点，受“文革”时期特殊思想和政治

生态的影响，研究者深入挖掘这些论述的思想意

蕴，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联系起

来，认为《正处》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修防修”实践的思想武

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

的理论来源和内在依据，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对

《正处》基本思想的断章取义和片面理解。

第二类主题：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在《正处》中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社会矛盾

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明确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处理敌我矛盾

要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

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

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关于这一学说的

理论贡献和时代价值，始终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

问题，相关论文数量较多。此类研究主要从三个

方面展开。第一，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研究。从社

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体系结构到内在逻辑关系的分

析，再到基本涵义的解读，学者们都投入了大量精

力。第二，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的地位研究。学者们认为“《正处》坚持用对

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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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钟伟金，李佳，杨兴菊：《共词分析法研究（三）———共词聚类分析法的原理与特点》，《情报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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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捍卫和运用”①；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

力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正处》“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变的反思和总

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贡献”②；《正

处》“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内

核’”③，“从思想认识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

方针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

果”④。第三，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贡献研究。《正处》与《论十大关系》

是“毛泽东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开创篇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

和发展的逻辑起点”⑤，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进

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⑥。

图３　《正处》研究作者机构分布

图４　《正处》研究主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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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庞季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体会》，《学术月刊》１９５８年
第６期。

林樟杰：《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姚宏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刘国新：《“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种分析》，《中

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柏春林，欧永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认识》，《长沙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周新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郑

庆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实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１９９７年第５期。江焕湖：《中国社会主
义改革的理论奠基之作———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４０周年》，《理论探索》１９９７年第５期。刘林元：《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评价二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林源：《社会主义改革深层理论基
础的提出和发展———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４０周年》，《唯实》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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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第三类主题：新时期对《正处》的重新认识和

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转入正轨，学者们开始

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实践，

站在思想解放和实践创新的新高度，重新审视和

评价《正处》中的基本理论和命题，相关研究的价

值取向日趋客观，研究结论和评价日趋理性。一

是重新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重要命题，揭示其现

实指导意义。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提示我们，新时

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就是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

矛盾，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体途径就

是改革开放。为此，既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混

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做法，也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二是《正处》中的基本理论在新时期的

发展和创新研究。认为“邓小平在理论、方针、政

策的具体操作及实际应用上都继承并发展了毛泽

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新阶段”①。三是《正处》关于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意义研究②。四是《正处》关于阶级斗争论述的新

认识新评价。有观点认为“《正处》在主要矛盾和

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上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显露出

‘左’的错误理论的端倪”③。也有人认为《正处》

关于阶级的估量体现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反映了当时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④。

第四类主题：《正处》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及

其对由此带来的时代局限研究。学者们对《正

处》形成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进行系统梳理，

并从中探寻《正处》的局限性与缺陷的时代要素。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使苏联社

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得以暴露，波匈

事件使毛泽东强化了加强阶级斗争必要性的认

识⑤。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并引发了群体

性事件，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

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

重大挑战。而《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理论已提供了铺垫，这些因素促成《正处》的

形成。在《正处》从最初的讲话稿到正式发表，经

历了近四个月１４次修改，时值整风已转入反右派
斗争。“国际反共逆流和国内右派分子的暴乱事

件使毛泽东不可能闸住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惯

性思维”⑥，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形势作了过重

的估计，在思想认识上由纠“左”转向反右，在发

表稿中增加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

第五类主题：《正处》理论贡献和当代价值研

究。有学者把《正处》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三个“首

次提出”，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首次提

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理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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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舰：《邓小平理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应用和发展》，《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张滨辉，李坚：《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重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川教育学

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王植彬：《市场经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理论学
习与研究》年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黄国定：《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体会》，《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 ６期。
《略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上海高教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孙继虎：《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局限性》，《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张腾霄：《科学的阶级估量———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孙继虎：《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局限性》，《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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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党的八大有关论述，共同形成了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理论的完整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

了巨大的理论贡献①。《正处》的当代价值主要体

现在：《正处》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理论

源泉，对合理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

部群体性事件具有指导作用②；为发展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夯实了抵御西方和

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基础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

时期，《正处》提供了正确认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

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南④。《正

处》对人民内部矛盾共性规律的揭示和科学论

断，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方法论的有力指导，也是它

的时代价值所在⑤。

五　结论
（一）研究成果

根据上述可视化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正处》

发表６０年来经历了兴起、低落、复苏、发展、兴盛、
稳定６个研究发展期，研究成果丰硕。文献数量
和规模逐渐增加，为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共产党等几个学科

持久关注的课题，彰显了这一著作在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经典魅力。６０
年来学界形成了一批以逄先知等为代表的核心作

者群及高影响力论文。以《毛泽东思想研究》《党

的文献》为龙头的学术期刊和以中国人民大学等

为主的机构形成了《正处》研究的核心研究场域。

相关研究热点随时代变迁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紧

密相连，呈现出关于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矛盾

学说时代价值、对《正处》重新认识和评价、产生

背景、理论贡献５个主要议题和研究方向。但关
键词频共现类团之间依然有内容交叉，这说明热

点主题之间的界限不可能绝对分明，它体现了知

识之间的隐性关联，如果将这些关联深入挖掘分

析下去，便可以形成未来《正处》研究的创新点。

（二）研究存在不足

首先存在一定比例内容相同、方法相似的重

复性研究。在被统计的 ３８５篇论文中，涉及《正
处》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意义”之议题的

论文有１１３篇，占总比２９．４％。《正处》之丰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但缺乏创

新研究的范水模山之文占有较大比例。再比如，

据统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议题有 ９６篇，占总比 ２５％。
笔者在对这９６篇论文进行逐篇全文阅读后发现，
其中在“目前社会不和谐因素”和“正确处理矛盾

的路径或方法”的讨论中，内容大致雷同者约有

６２篇，约占所涉主题的６５％。重复性研究大多质
量不高，定量方法少而定性方法多，指标或结果不

利于横向比较或缺少常模，结论千篇一律或者不

具代表性⑥。

（三）前瞻

“学术发展史的经验证明，当某一项研究的

初期文献呈现指数增长，进入相对成熟期文献增

长率就会变小。”⑦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停

滞或结束，而是表明此时已滤清和去除研究初始

阶段的喧嚣和浮躁，沉淀下相对明确的论题、成熟

的范式和稳定的队伍，相关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向

纵深推进，６０年《正处》研究也是循此轨迹一路走
来。２００７年后发文数量逐渐回落，恰恰是《正处》
研究走向成熟的体现。《正处》研究从原来众多

学科、各色人等参与的学术狂欢，在历经时移世

易、大浪淘沙后，慢慢形成相对稳定的参与学科和

人员队伍，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等学科

及相关人员成为《正处》研究的稳定主力。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同样会面临各种矛

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主题。《正处》的思想观点仍然具有重

大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正处》的思想和观点是

一个意犹未尽的学术话题，是一座需要继续挖掘

的学术富矿。根据本文对《正处》研究学术史梳

理，结合时代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今后的

《正处》研究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向用力。

第一，《正处》在中国共产党认识国情和解决

社会矛盾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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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桂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吴九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及其他》，《许昌师专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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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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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党的

工作重心、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因此，对

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及时判断和准确把握是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面对

的重大课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我们党就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国情，分析和判

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处》就是这一认识的

阶段性成果，它在由革命向建设转变的节点上对

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了重大判断，

把《正处》置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

和判断的时间坐标上来全面认识和深入探讨其地

位和作用，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二，《正处》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习近

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

认识和新判断，就是对《正处》思想的坚持和发

展。《正处》从哪些方面为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判

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正处》有哪些发展，这是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正处》的基本思想和观点的当代实践

价值研究。在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

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

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

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

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①。新时代由发展的不充分

不平衡而导致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解决和妥善处理这些矛盾

事关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正处》提出了

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是今天在我们处理和

解决各种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时需要遵循和坚持的，

那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处》提出的一系列思

想和观点有何现实意义？如何坚持和运用《正处》

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不断涌现的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需要探讨的极具现实性、针

对性和问题意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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