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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概念保证% 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 但是$通过分

析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则可以看到$'实践(概念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确立$而是经历了由'运动('调查研究(

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沿革$通过澄清这一点并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实践思想是如何发展成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从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关键词#毛泽东)运动)调查研究)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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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毛泽东对实践范畴本身的探讨实际上经历了

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青年阶段%井冈山阶段和延安

阶段& 他在这三个阶段上#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随着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的引进#分别提出了)运动* )调查研究*

)社会实践*这三个重要范畴#表现了他对于实践

本身的理解与概括呈现出阶段性#有一个逐渐走

向成熟以及把握得更加准确的过程&

一5青年毛泽东的$运动%范畴

青年毛泽东寻求大本大源虽没有一个明确的

结果#但如果联系他对客观宇宙规律和人生世界

真谛的基本理解#不难发现支配他的思想行为选

择的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就是'体育之

研究(中说的)动*!)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 人

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 然何贵乎此动

邪+ 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 动以营生也#此浅言

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 动也

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22天地盖惟有动

而已&*

!这里的)动*#显然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

最高范畴#这是天地身心的最根本最原始的本性#

而且还是宇宙的目的所在& 从青年毛泽东以后的

思想发展来看#)动*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

的确立是较为根本的#他对社会%人生和知行问题

的许多看法最终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改造中国与世界#首

先要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即掌握了)大本大

源*的圣贤&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

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22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

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

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今吾以大本大源

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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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

青年毛泽东极其肯定知对于行的决定作用#他希

望借助掌握)大本大源*的圣贤之力改变中国的

命运& 青年毛泽东甚至认为#)心力*就是主体的

精神%信念产生的力量#也就是意志& 他曾以'心

之力(为题#作了一篇受到杨昌济赞赏的文章&

湖南一师毕业后#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激

烈的社会斗争#而随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日益

深入#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重新认

识)行*的重要性&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

史实际中#毛泽东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

民大众显现出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

)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

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

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

其他强权者要多*

"

)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

的人数是这么多*

#

#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

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 较大的运动#

必有较大的联合& 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

合*

$

&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

变化#即看到了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

民理想的重要性#而且还较为明确地使用)运动*

范畴来表明自己对实践活动的理解&

著名的驱张运动之后#青年毛泽东在 $%!#年 %

月 !"日撰写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

文中明确谈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

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

来的& 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

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

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

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 但若不继

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

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22现在所缺少的

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

的运动&*

%这里不断出现的)运动*)实际的运动*

等表明#青年毛泽东开始用)运动*这个范畴来宣

传他对实践活动的基本理解与态度&

应该说#相较于青年毛泽东早期的)以理驭

行*的知行思想#青年毛泽东此时提出)运动*概

念是具有思想转折意义的#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行

比知更重要%更根本& 但是#使用)运动*这个概

念的重要意义显然并不仅限于此#它在更大程度

上所反映的是青年毛泽东开始尝试着用)运动*

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一种理解#因此#

这里的)运动*既不能从物理意义上加以理解#也

不能从单纯的活动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更应当从

)实践*范畴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 )运动*这个

概念是毛泽东关于)实践*范畴早期的最为素朴

的表达方式&

$%!"年 %月#在'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

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

运动(#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

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

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

一坚实的基础& 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

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认

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

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 如

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

那就是不知轻重本末& 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

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

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

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

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

革命&*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

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

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

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

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

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

些甚么& 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

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

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

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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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 月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一文#是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农

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作& 文中毛泽东在强调理论

的指导意义的同时#努力证明实际发生的运动是

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 毛泽东明确告诉世人#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指导下的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取得了)四十年乃至

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

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 .糟得很/& .糟得

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

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

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

论*

!

&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还警告说!)所有各

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

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

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它们都是革命的行动和

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 说农民运动)攻击的形

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

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

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

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

很&*

#毛泽东把农民运动%农村革命提到了国民

革命关键的高度来进行评价& 他写道!)一切革

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

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报告还

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二5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

范畴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早年就已建立起来的

思维模式& 新文化运动前期#虽然毛泽东的哲学

世界观十分复杂#但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一种

自发的唯物主义却支配与笼罩着他& 随着运动的

发展#他在认识上越来越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

他指出#对于社会改造#怎样研究#怎样破坏#怎样

建设#依靠头脑的)冥想*必然陷入错误#拿到社

会上去)多行不通*#要想思想合于实际#则必须

)实地调查及研究*

%

& 早年毛泽东还曾对一些人

的主观主义的认识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罗学瓒

于 $%!#年 2月 $4 日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列举

了种种现象#批评留法学生中有的人犯了道听途

说%先入为主%不调查研究的坏毛病& 他痛切地指

出#像这种不调查对象的事实#)以主观所有去笼

罩一切*#就是)主观迷*& 他还批评了几种主观

主义的认识错误#即用)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

的是非* )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

局*)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

等& 他认为#这正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1 因此他

主张留学生必须)尽调查留心的责任*#才能真正

得到)考察求学的利益*& 毛泽东完全赞成他的

看法#认为他对这种不调查的主观主义)说得最

透彻*#应当把这种批评意见#)印刷四万万张&

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

&

&

尽管上述事例均表明在毛泽东那里与)调查

研究*相关的概念的使用是较早的#但是#)调查

研究*真正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提出却是

在井冈山时期& !#世纪 !# 年代末期大革命失败

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期& 为了探索革命的途

径和方式#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少人开始

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由此引发一场争论& 这

场先由托陈取消派挑起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争

论#进而扩大到社会理论界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

性质的大论战#是 !# 年代末 *# 年代初中国思想

界的一大事件& 其核心问题是!封建关系和资本

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中究竟谁占优势+ 它们的发

展程度如何+ 中国现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

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等等& 也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 $%*#年做了一系列的农

村社会状况的调查#其中包括!'寻乌调查('兴国

调查('东塘等处调查(#以及围绕土地革命的方

%$

!

"

#

$

%

&

'毛泽东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毛泽东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毛泽东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毛泽东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式和效果而写的'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

出租问题('木口村调查(等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早期

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主要是围绕)运动*范畴展

开的#那么#在 $%*# 年做了一系列农村社会状况

调查之后#毛泽东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明显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毛泽东此时已较为明确地认识到

)运动*这个概念不足以全面地概括与总结实践

问题#因此#他开始大胆使用)调查研究*这一概

念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 在'兴国调查(

的整理后记中#毛泽东说道!)实际政策的决定#

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

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

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

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过去红色区域弄

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的原故& 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

必需&*

!在这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明确

的阐述&

从 $%*# 年前后到 $%*+ 年#毛泽东的著作很

少&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这一著

名论著是毛泽东于 $%*# 年 + 月在江西寻乌进行

大规模农村调查之后写下的调查报告& 这本小册

子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批判了教条主义#从调查

研究的角度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而且还

在于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关于实践问题思想

认识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

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虽

然只有短短的七千字#却浓缩了毛泽东以)调查

研究*为主要范畴来表达的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

与新的阐发&

第一#阐述了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

的基础#是洗刷唯心精神的根本方法& 在'反对

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辩证唯物

论认识论的基础#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

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等著名论断& 毛泽东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

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这一观点

表明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就是认识的开

头或起点#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

产生#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而不是调查研究的起

点& 毛泽东说道!)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

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

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

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由此可见#毛泽东实

际上已将调查研究视为党的斗争策略即人的主观

认识的真正来源& 而且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

上#毛泽东还进一步彻底清算了唯心主义& 他指

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

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

便是盲动主义&*

#

第二#指明了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主观与现实

统一起来的一座桥梁& 在毛泽东看来#做实际调

查#并不单纯是走走看看的过程#而是深入到群众

中间#客观地%全面地%细致地看问题的过程& 因

此#这种调查研究是由表及里的#其结果是具有客

观性和全面性的& 毛泽东说道!)我们调查工作

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

的是要明了种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

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

$这样

一来#客观地说#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中

已经超越了类似感官感受等认识世界的手段的范

围& 对于那些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做文章的调查研

究的结果#毛泽东则形象地形容!就像挂上了一篇

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

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廓#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

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 毛泽东甚至明

确提出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 他说道!)你对

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 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

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1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

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因此#毛

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科学地解决了理论和

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关键性的环节&

第三#对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做了

列举和批判#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是检验真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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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标准&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

明确列举并批判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几种错误

情形!"$$)先哲标准*& 毛泽东在批判本本主义

时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

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

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

对的&*

!在这里#为了使人们更充分认识到)先哲

标准*的危害性#他明确将)先哲标准*作为一种

错误倾向列举出来& "!$)本本标准*& 毛泽东认

为#由于文化落后#许多中国的农民有)以为上了

书的就是对的*的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

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所以毛泽东

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

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

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

义&*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区分)本本*与)本本

主义*#而将)本本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倾向做

了批判& "*$)上级标准*& 毛泽东说!)我们说上

级领导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

.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

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

#最

后#对于上述错误认识#毛泽东提出了纠正的办

法#他说!)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 只有向实际

情况做调查&*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力求通过澄清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扫清在树立

正确的真理标准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障碍#

从而为人们认清调查研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

原理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三5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实践%

范畴

为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延安

时期开始广泛阅读李达%艾思奇等翻译与介绍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毛

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与理解#开阔了

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论视野#从而使得他取得了许

多突破性的重大理论成果& '实践论(就是其中

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尽管它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

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但是#它的诞生则标志着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理

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或许是深感

)调查研究*范畴容易与)狭隘经验主义*相混淆#

毛泽东不仅用)实践论*来作为自己新书的标题#

而且还在该书中明确地使用社会实践范畴来表达

自己对实践问题的理解& 这一切均表明毛泽东对

实践问题的把握已由自发进入到自觉%由素朴进

入到科学&

通过科学的运用社会实践范畴#'实践论(这

篇光辉著作将毛泽东理解实践问题的精华部分集

中地表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实践思想的主要精神实质& 毛泽东在'实践论(

的开篇便说到了 )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

系*

$

#因此#正是在科学地使用)社会实践*范畴

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提

下#抓住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和教条主义

在认识论上的致命弱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实践思想& '实践论(建构了一个以社会实践

为基础#以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

一为核心的认识论体系& 它系统地将理论和实践

的关系加以科学阐述#从而使关于实践本质的基

础性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正因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敢于突破中国

传统知行哲学在范畴上的限制而大胆使用)社会

实践*范畴#所以毛泽东实践思想被正式地纳入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轨道上来#从此毛泽东

实践思想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的形式

出现#而且毛泽东也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中国化的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虽然)调查研究*

与)社会实践*两大范畴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性

的区别#但是#毛泽东从)调查研究*范畴过渡到

)社会实践*范畴#却表明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思

想变革& 从理论研究的范围来看#在'反对本本

主义(阶段#毛泽东是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

以调查研究的成果去反驳当时出现的)唯书*)唯

上*)唯先哲*的做法& 因此#他从现实斗争中抓

住了调查研究这个基本范畴#以此出发去解决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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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 )调查研究*这个范

畴虽然把握了实践活动的基本存在形式#但还不

能反映实践活动的全部丰富内容#因而从哲学思

维的高度来看#它还没有达到从整体上把握实践

活动的水平& 人类实践活动并不仅仅体现为调查

研究这样一种活动形式#而是以人类的所有的社

会实践活动形式为基础的& 这就要求在)调查研

究*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形成同这个

范畴紧密相连而又高于它的新范畴& 通过借鉴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社会实践*范畴#毛泽东科

学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当然#对于毛泽东)社会实践*范畴的提出#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理解其重要的

理论意义!第一#从范畴的性质来看#毛泽东)社

会实践*范畴的提出#既是其以往使用的)运动*

)调查研究*等范畴的潜在规定性得以展开%发挥

与实现的结果#也是对他以往使用的)运动* )调

查研究*等范畴所包含的素朴性与片面性加以扬

弃的结果&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过渡到

他物是.存在/范围内的辩证过程#映现在他物内

是.本质/范围内的辩证过程& 反之#概念的运动

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

才得到发挥和实现&*

!他还写道!)在第二范围

内#那最初自在存在着的概念#达到了映现-所以

它已经是潜在的理念了& 这一范围的发展成为到

第一范围的回归#正如第一范围的发展成为第二

范围的过渡一样& 唯有通过这种双重的运动#区

别才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即被区别开的双方的每

一方就它自己本身来看#都完成它自己到达了全

体#并且在全体中实现其自身与对方的统一& 唯

有双方各自扬弃其片面性#它们的统一才不致偏

于一面&*

"黑格尔的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这样

一点#即!概念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概念身

上潜在的东西得以实现与发挥的过程#而且与此

同时#后面的概念是对前面概念的片面性加以扬

弃的产物&

由此看来#毛泽东)社会范畴*的提出并不是

对其以往使用)运动* )调查研究*予以抛弃的结

果#而是将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潜在的规定性加以

展开%发挥与实现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是将它们

的片面性加以扬弃的产物& 例如#就)运动*范畴

而言#尽管表面看来它与社会实践范畴之间有着

明显的差异#但是#从马克思最初将)实践*定义

为)人的感性活动* )客观的活动*等角度来看#

)运动*范畴与)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这

些表述之间有着非常素朴%直观%直接的联系&

)社会实践*范畴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运动*范

畴的潜在的内在规定性得以展开%发挥与实现的

结果#另一方面则可以被看作是对)运动*范畴的

直观片面性加以扬弃的结果& 再比如#就)调查

研究*范畴而言#它是由)运动*范畴过渡到)社会

实践*范畴的中间环节#因此#它所具有的特点包

括两个方面!从一方面看#它是对)运动*范畴的

笼统性加以扬弃的结果#从它的表现形式中我们

可以对实践的具体存在形式有一定的具象性的了

解&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自身存在着较为

明显片面性的一种概念存在形式#相对于社会实

践范畴而言#其自身缺乏有着丰富内涵的全面的%

具体的抽象性#它只是部分的抽象#而正因为如

此#它需要向)社会实践*范畴过渡#发展成为)社

会实践*范畴&

第二#从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社会

实践*范畴的提出#是他的认识进入到全面的%具

体的阶段的产物& 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拥有

了关于实践这种人的感性活动的较为全面%完整%

具体的认识& 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毛泽

东说道!)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

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致轮廓#形成一般概念&

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

是一般的%笼统的& 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

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

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

研究和分析& 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

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 这时认识的

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的是

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

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

识和具体的了解& 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

此&*

#由此可见#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看#认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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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物#实际上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

段是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阶段-第二阶段是把

混沌的具体稀薄为抽象%各种规定的认识阶段-第

三阶段是把各种规定综合起来#形成全面的%具体

的认识阶段&

当毛泽东使用)运动*范畴时#这是对实践这

种)人的感性活动*的最直观的表述#这种表述是

笼统的%混沌的#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

象*#它表明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处于关于实践的

认识过程的最初阶段& 从)运动*范畴中#人们显

然无法体会出实践活动所特有的主观与客观相统

一的特点& 当毛泽东使用)调查研究*范畴时#对

实践这种)人的感性活动*就有了较为抽象的把

握& 尽管从)调查研究*范畴中#人们可以部分地

体会出实践活动所特有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特

点#但是由于它只是部分性的认识#所以它只算是

认识的第二阶段的认识#而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则

在于它是第一阶段到达第三阶段必经的中间环

节#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从表象中的具体直接进

入思维中的具体& 当毛泽东使用)社会实践*范

畴时#这种认识结果显然既较为全面又较为具体&

马克思说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

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从)社

会实践*这个范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实践与

人的社会性之间的联系的存在#而且还可以从内

涵与外延极为丰富的意义上去理解实践活动& 此

时的实践范畴并不像)调查研究*范畴那样只包

含着较少的内在规定性#它完整地体现出了主观

与客观相统一的特点&

第三#从范畴的表现形式来看#)社会实践*

范畴的提出#是毛泽东对本人以往的实践观点的

科学改造%丰富%整合以及提升#而在此之前的有

关实践的认识虽已过去#却并没有消失#是以浓缩

或变形的方式被包含在)社会实践*范畴之中&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毛泽东以往的思想

发展进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实践的基本

内容#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萌芽& 因

此#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力图提出一个反映社

会整个运动的范畴时#他并没有离开自己以往思

想发展的大道#而是直接继承与发展了自己以往

的实践思想#一方面吸收了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

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克服了它们在性质与内容上

的不完善性%片面性#从而使实践范畴带着以往发

展的成果#上升到科学的%完整的理论形态的

高度&

在 $%4$ 年 * 至 4 月撰写的'3农村调查4的

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

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

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

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

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因为这种议论或

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毛

泽东的这段话是在新的起点上对)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这句话加以重新审视的结果#因为此

时毛泽东已经拥有了)社会实践*范畴及相关思

想&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思

想截面上& 透过)社会实践*范畴#毛泽东对其思

想的发展历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做过许多调查研究#他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还把广泛的调查研究概括%提炼为实

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认知态度& 毛泽东指出!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

题就解决了& 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

候#就去调查研究&*

#毛泽东甚至把调查研究活

动#视为)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其中有

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 年 $ 月 !, 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

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

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 )岷

江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

说是)金沙江导江*& 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

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

好+

$ 对徐%郦的推崇#显然来自毛泽东对他们那

种不为)定论*%经书所束缚#而是通过广泛的实

地调查研究#找出科学的结论的实践精神的赞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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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结语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

的概念保证!

&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

概念涌现的积极意义恰好印证的是列宁有关概

念%范畴的基本观点#即)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

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

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

& 由于)实践*

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形成自己独特特点的

重要概念保证#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在毛泽东哲

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

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 也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对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历史

沿革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加以深入分析#既可以

帮助人们充分认清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在发展成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中有一个历史性的进

程#又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哲学思想

是如何逐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并

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我们

通常强调'实践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发

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意义#而从)实践*概念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来看#毛泽东的

'实践论(的重要地位还在于通过正式地树立)实

践*概念#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打通了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系之间联系的桥梁#从而真正地纳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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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ZFJIYH0I'K̀ Q(U'L'ZQT# ĴF&>FIHB/Q''U# GQ(0HLH7/F&HYT'KB'/(FUB/(H0/HL# \H(.(0O$#!4,,# GQ(0F-

!)<0LI(I>IH'K̀ Q(U'L'ZQT# GQ(0HLH7/F&HYT'KB'/(FUB/(H0/HL# \H(.(0O$##2*!# GQ(0F$

,1#)-2$)! PQH/'0/HZI'K)ZJF/I(/H* (LIQH/'JH'0H'KMFJ@(LIZQ(U'L'ZQT)<I(LIQH(YZ'JIF0I/'0/HZI>FU

O>FJF0IHHI'YF1HMFJ@[LZQ(U'L'ZQTI'IJ>UTVH/'YHIQH'0H'K)/QF0O(0OIQHW'JU&* (0(I(FIH& (0 6FJUMFJ@[L

72#5#& !"#1#1%& 8#9#*:)+")PQHJHK'JH# MF'NH&'0O[L/'JJH/I>0&HJLIF0&(0OF0& F//>JFIHOJFLZ(0OFV'>IIQH

/'0/HZI'K) ZJF/I(/H* (0 MFJ@(LIZQ(U'L'ZQT(LH@IJHYHUT(YZ'JIF0I(0 IQHZJ'/HLL'K(0/'JZ'JFI(0OMF'

NH&'0O[LZQ(U'L'ZQT(0I'IQHMFJ@(LIZQ(U'L'ZQTLTLIHY)<I(LIQHVFL(/HZ(LIHY'U'O(/FUO>FJF0IHHF0& (YZ'J?

IF0IUTHZ(LIHY'U'O(/FUU(01)C'WHSHJ# IQJ'>OQ IQHF0FUTL(L'KMF'NH&'0O[LZJF/I(/FUIQ'>OQI# WH/F0 LHHIQFI

MF'NH&'0O&(& 0'IHLIFVU(LQ IQH/'0/HZI'K)ZJF/I(/H* FIIQHSHJTVHO(00(0O# V>I(IH@ZHJ(H0/H& IQHQ(LI'J(/FU

HS'U>I('0 KJ'Y)Y'SHYH0I*# )(0SHLI(OFI('0 F0& JHLHFJ/Q* I')L'/(FUZJF/I(/H*)\T/UFJ(KT(0OIQ(LZ'(0IF0&

/UHFJ(0OIQHU'O(/FUJHUFI('0 FY'0OIQHY# WH/F0 K>JIQHJ>0&HJLIF0& Q'WMF'NH&'0O[LZJF/I(/FUIQ'>OQI&HSHU?

'ZH& (0I'MFJ@(LIZJF/I(/FUS(HW# F0& VH/FYHGQ(0HLHMFJ@(LIZQ(U'L'ZQTF0& VTVH(0O(0IHOJFIH& W(IQ MFJ@(LI

ZQ(U'L'ZQTLTLIHYHSH0I>FUUT)

3+4 (&-5#! MF'NH&'0O- Y'SHYH0I- (0SHLI(OFI('0 F0& JHLHFJ/Q- L'/(FUZJF/I(/H

"责任校对5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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