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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史学思想及其 当 代价值


李 珍


[
摘 要

]
毛 泽 东 史 学 思想是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史 学 理论的重 要组 成 部 分

,
同 时 也是马 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重 要


成果 。 唯物 史 观是毛 泽 东 史 学 思 想 的理论 内核
,

“

古 为 今用
”

的 史 学 目 的论是 它 的 突 出 特 点
,
历 史主 义 的 史 学


方 法论是它 的 有 机组成 部 分 。 在 历 史研究 的 领域不 断 拓展 、 方 法 不 断创 新 的 学 术 背景 下
,
探讨毛泽 东 史 学 思


想 的科 学 内 涵 与 历 史地 位
,

对 于新 时 期 马 克 思主 义 史 学的 健康发展有 着重要 的理论 意义 和现 实 意 义 。


[
关 键词

]
毛 泽 东

;
史学 思 想

;
唯 物 史观


[
中 图 分类号

]
A 8 4

丨
文 ? 标识码

]
A  [

文 章 编号
]

1 0 0 5
-

8 2 7 3
(
2 0 1 3

)
1 1

-

0 0 3 9
-

0 8


毛 泽 东史 学思 想是 中 国 马 克思 主义 史 学	马 克思主义 者 ,
唯物史观就成 了 毛泽 东开展革


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也是马 克思 主义 中 国 化	命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导 思想 。 他关于中


的重要成果 。 它主要包括历史科学研究 的 目 的	国 农 民 问题
、 中 国社会各 阶级 问 题的 透辟分


与任 务 、 指导 思 想与 方法
,

正确 对待历史 文化	析
,

正是在调 查研究 的基础 上
,
运 用 唯 物史 观


遗产
,
历史理论的若干重 大问题等 内容 。 毛泽	的 基本原理 ,

对
“

中 国革命 的基本问题
”

所作 的


东在 不同 时期 ,
对这些理论命题所作的精辟 阐	回答 。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

一文
, 则 是


发
,
深刻 影响 了 中 国 马克 思 主义 史学发 展的方	他较早对世界 重要历史事 件所作 的 马 克思 主


向 、 路径及基本 面貌
,
发挥 了 巨 大的 历史作 用 。 义的分析 。 在这篇文章中 ,

他鲜明 地提 出
,
包括


从治 史的基本原则 与基本方法 的 角 度来看
,
其	中 国 史 在 内 的 人类历史 ,

“

无不是统治 阶级与


荦荦大者 ,
可 以 概括为 如下几个方面

:
	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 的演进

”

。
[

1_ 他认为
,


陈 胜 、 吴 广 的 起义 , 刘 邦 的 反秦 , 洪秀 全 的 反


一

、唯物 史观
:
毛泽 东 史 学	

、

凊 ,
是 阶级斗 , 的具# 表现 。 {也 s r 州


、

思 想的理论 内 核	运 动讲习 所讲课的重要 内 容 ’ 就是用 唯 物史 观

人

	分析 、 评价 中 国古 代历 史
,
纠 正大 家思 想上 普


唯物 史 观是 中 国 马克思 主义史学 的舰


基石 。 它要实现与历史悠久 、 遗产丰 富 的中 国 ? Z


史学相 结合
, 有 两个必 要的前 提 :

- 是 马 克思
究 已 』开 始成 为 毛泽 东革命斗 争 的 - 部


主义 普遍真理与 中 国 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
,

即 马


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
;

二是运 用 唯物 史观 的 基 本原	巾 国共产党 人运脚物史 观对中 国 历史 ’


理对中 国 历史及其前途作科学分析 。 在这 两个
2

其
且

是

=
近

:
历

=
相


t T K	究
,
是在延安时期 。 在这一时期 ,

为适应变化 了

方面

,
毛泽东都作 出 了 里程碑 式的历史贡献 。 ^ 八 、 , 一	一


青年毛泽 东不断地 寻求救 国救 民 的真 理 。 f f i f
田 士d t


经过 多年 如 饥似渴 的学 习
、
比 较 , 他最终选 #	a


了马 克思 主义 。 自 从 2 0 世纪 2 0 年代成为 - 名

结 ,

是这个理论 飞跃的重要 内 容 。 这说明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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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主义 史 学与 中 国 革命运 动 之间 有 着天	为 了 透过历史 表象把握本质 与规律 ,
进而推动


然 的 、 密 不可 分 的 内 在 关联 。 通 过 《 实 践论 》 、 伟 大的 现实运 动 。 《论反 对 日 本 帝国 主 义 的策


《 矛盾论 》等哲学著作
,
毛 泽东 对唯物 史观的基	略 》 、 《 中 国 革 命和 中 国 共产 党 》 、 《新 民 主主 义


本原理和 范畴 , 如 生产 力 与 生产 关系 、 经济基	论 》 、 《
中 国 共产党 在民 族战争 中 的地位 》 等著


础与上 层建筑 、 阶级与 阶级斗 争 、
国家 与 革命	作 ,

是 毛泽东 运用阶级分析法
, 解剖 近代 中 国


等 , 都作 了 阐发 ,
从而使 唯 物史 观具有 了 在 中	国情 、 中 国 革命 、 中 国 历史 的经典之作 。 其 中关


国 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的 理论形 态 。	于 近代中 国 的 阶级 构成 、 历史 脉络
、关键节点 ,


在此基础 上 , 毛 泽东 提 出 了
一

系列 关于历	以 及关 于革 命性质 、 对象 、 任务 、 主力 、 策 略和


史研究 的基本原则 , 确立 了唯 物史观在中 国 历	前途的 精到分析 ,
已 经被新 民主 主义 革命的 伟


史研究 中 的指 导地位 。	大胜利所证明
,
同 时也深刻 地影 响 了新 中 国 成


首 先
,
坚持唯 物史观的指 导是 中 国 史学真	立以 后的历史研究 。 通 过这些著作

,
唯物 史观


正成为科学 的理论前提 。 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	真正确立 了 在 中 国 历史 学尤其是近 代历史研


国 以 前
,

人们 对社会的 历史 只能限于 片 面的 、 究 中 的指 导地位 。


错误 的 了解 。 而
“

人们能 够对 于社会历史 的发	再次 ,
人 民在创造历 史过程 中 的 动力作 用


展作全面的历 史 的 了 解
,

把对 于社会的认识变	是 中 国 马 克思 主义史 学着力反 映的 内 容 。 人民


成了 科学
,
这只是 到 了伴随 巨 大 生产力——大	是创 造 历史的 动力 ,

是 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 。


工业而 出 现近 代无产阶级的 时候 ,
这就 是马 克	早在 1 9 1 9 年 发表的 《 民 众的 大联 合 》

一文 中 ,


思主义 的科学
”

。
丨

2
1^ 2 8 4

) 正是在 唯物史 观的指	毛 泽东就 已 经 看到 了 人 民群众 中所蕴 含的 巨


导下
,
历史学才可 能对 自 己 的研究对象作全面	大力 量

,

把
“

社会的 改革 和反抗
”

的希望寄托 于


的 、历史 的 了解 ,
进而成 为一

门科学 。 毛泽东与	他们 的觉醒与联合 。 后 来 , 他又 多次强调 人民


郭沫若
、
范 文澜 、 何干之等历史 学家的交往

,
其	在创 造世 界历 史 中 所起到 的动 力 作 用

,
反 对


主 要 内 容都是 勉励 他们 以唯 物史观为 观察 中	
“

唯心 论历史家
”

们 的英雄史观 。

“

人 民
,
只有人


国社会历史 、
文 化 的钥匙

,

“

应用 马 克思 列 宁 主	民
,
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 的 动力

”

这个 历


义的 立 场 、
观点 和 方法

,
认真 地研 究 中 国 的 历	史家 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 的 问题

, 即 通常所说


史
”

,
写 出 科学的 马 克思 主义史 学专著 。 与	的

,
是英雄创 造历史 ,

还 是奴 隶们 创造历 史


对唯物史观 的倡 导相 适应
,
毛 泽东 在 《 唯心 历	… … 我们 只 能站在马列 主义 的立场上

”

。
丨
6 ^ 1 5

*


史 观 的破产 》 、 《 丢 掉幻 想
,
准备 战 斗 》 等文 章	当然

, 突 出 人 民群众 的主导 地位 ,
并不 意味着


中 ,
对资 产阶级 的唯 心 史观作 了 辛辣 的讥讽	否定领袖 人物 的历史 作用 。 毛 泽东认 为

,
马克


和批 驳 。 他认为 :

“

自 从 中 国 人学会 了 马 克思	思主 义者应当 承认领袖人物 的历史作用
,
但领


列 宁 主义 以 后
,

中 国 人在精 神 上就由 被动转	袖 人物的作用 盼发挥
,
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力 量


人主 动
”

,
而 西 方资 产 阶级比 如 艾奇逊之流

,	支持 。

“

应 当 承认少数人 的作用
, 就是领导 者 、


“

他们对 于现 代 中 国 和现代 世界 的认识水平 ,	干部的作用
, 但是

,
没有什 么 了 不起的作用

, 有


就在 中 国 人民 解放军 的
一 个 普通 战 士 的 水平	了不起 的作用 的还是群众 。

H 4 0 2
*

“

任 何英雄豪


之下
”

。 杰
,
他的 思想 、 意 见

、 计划 、 办法
,
只能是客观世


其次 ,
阶级分析法是中 国 马克思 主 义史学	界 的反 映

, 其原料或者半成品 只能 来 自 人民群


的首要研究方法 。 阶级斗 争贯穿人类几千年的	众 的实 践 中 , 或者 自 己 的 科学实验 中 , 他的 头


文明 史 ,
是阶 级社会发 展 的直接动 力

,
用 阶 级	脑 只能作 为一 个加 工 工厂 而起制 成 完 成品 的


观点 分析问题 、 研究问题是马 克思主义 的基本	作用 。

”
丨、 3 5 8

1 歌颂人民 、 为 人 民服 务 , 成为 中 国


方法 。

“

在阶级社会 中 , 每
一

个人都在一

定的阶	马克思 主义史学最突 出 的 时代特征 。


级地 位中 生活 , 各种 思 想无 不打上 阶级的珞 唯物史观与中 国史学 的真正结合 ,
是在从


印
”

,

P ]_ “

唯 物 史观问 题
,

即 主要是 阶级斗争	事这一工作的 史学家们 的 自 由争论 、 相互切磋


问题 我们运用这 一方法研究历史
, 就是	中 不 断深入的 。 从历史的 眼光来看 , 除 了 对 以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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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指 导史学研究的 直接倡导 , 毛泽东对	系 ,
出 现了

一批史学大家和 史学名 著 。 这些成


中 国 马克思 主义史学 的推动作用尤为 重要的
,	就

, 都是在唯物史观的 正确 指导下取得 的
, 同


其表现是他对学术 自 由 讨论氛 围 的 维护与 支	时也与毛 泽东思想及其著作 的广泛影 响
,
与毛


持 。

“

百家争鸣
”

的思想
,
就是毛泽 东 1 9 5 3 年针	泽东 本人对 马 克思 主 义 史学的 高 度重视直接


对范文澜
、
郭沫若两 位史 学家 在中 国 古代史 分	相 关 。


期问题上存在 的 分歧而 提 出 来的
, 并将 其作为	然而

,
马 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并非

一

帆风顺 、


新创立的 《 历史研究》 的办刊原则 。 他还 身体力	一 蹴而就 。 这一 方面表现为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行
,
带头贯彻这一方针 。 1 9 5 6 年 ,

一位苏联学者	出 现了 教 条化理解运 用唯物史 观问题
, 历史学


表 达 了对 《新 民 主主义论 》关于孙 中 山 的世界	的科学性遭到 严重破坏
;

另 一

方面表现为在唯


观论点 的不 同意见
, 我方陪 同人员 认为 此举	物史观的一些具体问题上

,
现在有 了新的 理解


“

有损我党负 责 同 志威信
”

,
请示是否 有必要 向	与认识 。 前者 与毛泽东本人在晚年逐步偏离了


苏方反 映 。 毛 泽东 明确指 出
:

“

我认为这种 自 由	正确 的思想认识有 关 ,
也与 历史学界对唯物史


谈论
,

不应 当去 禁止 。 这是对学术思 想的不 同	观的理解存在教条化 、 片 面化倾向 有关 。 后者


意见
, 什 么人都可 以谈论

,
无所谓损害威信	则是 马 克思 主义 中 国 化过程 中 必然 出 现 的正


… … 如 果 国 内 对此类学术 问 题 和 任何领导 人	常情况 。 对唯物史观 的某些具体观点
,
结合发


有不 同意见 , 也不应加以 禁止 。 如果企图 禁止 ,	展了 的 客观实际与 理论需求 , 作出 更加 符合中


那是完全错误的 。

”

年 7 月
, 他婉言谢	国 历史 的准确 的 、 全面 的解 释

,
是马 克 思 主 义


绝 为 周 谷城所著逻辑学 著作 作序
,
其理 由 之	与时 俱进理论 品格的具体体现

,
也是马 克思 主


一

,
即是

“

问题还在争论 中
,
由 我插 人一 手

, 似	义 中 国 化的重要 内 容 。 自 然 ,
这两种情况

, 都不


乎也不适宜
”

。
【— >

1 9 6 5 年 7 月
, 他一方 面支持	能成为 否定唯物史观 、 进而否 定马 克思 主义史


章士钊 出 版其 《柳文指要 》 ,

一方面 又客 观地指	学科学性的理 由 。


出
:

“

大 问 题是唯 物史 观 问题… …但此事不能	作为 正确 阐 释 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科


求之于 世界观已 经固定之老 先生们
,
故 不必改	学理论 , 唯物史 观的基本原理是 中 国 马 克思 主


动 。 嗣 后历史 学者可 能批评你这一

点 , 请你要	义史学始终要坚持与守护的 。 离开了 这些基本


有精神 准备 ,
不 怕 人家批评 。

”

同时
,
他还表达	原理

,
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 木 、 无


了 对 高 二适 与郭沫若商讨 《 兰 亭序 》真伪 问题	源之水 。 从这个角 度说
,
历史 科学要坚 持以唯


文章的 支持意 见
,

“

争论是应该有 的
,
我 当 劝说	物史 观为指导

,
这 既是

一 个理论 问题
,
也是

一


郭老 、 康生 、 伯 达诸 同 志 赞成高二适一 文公诸	个现实问题 。 毛 泽东在 阐发 、 运用 唯物 史观研


于 世
”

。
【_ 类似之例 , 在 毛泽东的批语

、
信件	究和学 习 历史 、 解 决中 国 现实问题方 面

,
为我


中还有很多 。 这种高 度的学 术 自 信与 自 觉
,
对	们提供 了 成功 的范例和宝贵 的经验 。 认真总结


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个领域迅速生 根 、 发芽 、	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

服务于 当前的历 史学建


开花 、 结果
, 起到 了 无可 替代的作用 。	设

,
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


自 马 克思主义传入中 国 到 新中 国 成立
, 中


国 马克思主义 史学在现实运动的推动 下
,
逐渐	二

、
古 为 今用 :

毛泽 东 史 学

发展成为 中 国 史学界的重要方面 。 中 国 马克思	

、

思 想 的 突 出 特 吾


主义史学家 队伍逐步形成 ,
马 克思 主 义历史学


在 中

f
古代

f
、 思 想

t
近 代史 党

^ 	找研究 的重要 目 的 ’
是 为 当 前的 社会 发


领域都有了

 t

己 的
一

‘

席 之
展提供鉴戒与 经验 。 正是有 了这种强烈 的历史


意识
, 中 国史 学才两 千多 年绵延 不绝

, 为 世界

方针指导之下

’ 中 a 马

J
思

,

义史 学有 了	文 明 史上所仅有 。 毛泽糾 自 古耐 的这种鉴

猛进的发展

’
出现 了 生动活 拨的局 面 。 马克

f 	舰想
,
加 以 马 克思 主义 的改造

,
提 出 了

“

古为

主义 史 学 已 经形成相对完 善 的研 究 、

教学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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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用
”

的 史学 目 的论
, 使 其有 了 鲜 明 的 时 代意	格斯 、 列 宁 、 斯 大林的 理论

, 都 要 研究我们 民


义 。	族的 历史
,
都要 研究 当 前运 动 的情况 和 趋势

;


(

-

)
马 克思 主义 者要高度重视史学研究	并经 过 他 们 去 教 育 那 些 文 化 水 准 较低 的 党


首 先
,
科学地把握历史

、 掌握历史规律 ,
是	员

”

。
|

K )
| (^ 3 2

_

5 3 3
> 提高 民族 自 信心

,
引 导 人们 向前


客观剖 析现实 、 明 了 方 向 的必 要前提 。 在 中 国	看
,

正 是史 学 工 作所 以 重要 的原 因 之一

,
也是


这样一 个历史 悠 久且 阶级矛 盾
、 民 族矛盾错综	马 克思 主 义史 学工 作 的基 本原 则 。


交织 的古老大 国
,
这一

点 显得 尤为迫 切 。

“

指 导 
(
三

)
正确 对待 史 学 遗 产的 基 本态度 是取


一个伟大的革 命运 动 的政党
,

如 果没 有革命理	其精华
,
去其糟粕


论
,

没有 历史 知 识
,

没有 对 于实际 运动 的 深 刻	中 国 有几 千年 的文 明史
,
创造 了灿烂的文


的 了解
,

要取得胜利 是不 可能 的 。

"
n o M W 其次

,	化成果
,

对 于这些成果要作辩证分析
,

“

我 们信


历 史是 前后相 续 的
, 今天 的 中 国是历史 的 中 国	奉马克思主 义是正确 的思想 方法

,
这并不意味


的发展 。 科学总结历史
,
阐 明 历史 规律 ,

是
“

马	着我 们忽 视中 国文 化遗产
”

但同时 又
“

决


克思 主义 的历史 主义 者
”

应当 承担的责任 。 中	不能 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 须将古代封建统治 阶


华民族
“

是一 个有光 荣 的革命传统和优 秀的 历	级的
一 切 腐朽 的 东西 和古 代 优 秀 的 人 民 文化


史遗产 的 民族
”

,

〃⑷ ’
6 2 5 1 对于 这一份珍贵的 遗产 ,	即 多 少 带 有 民 主 性 和 革 命性 的 东 西 区 别 开


我 们应 当 给 以 总 结
,
并加 以 科 学的说明 。 他尖	来

”

。 对 待封建 文化应 当 有辩证的 态度
,
它


锐批评 有 的人
“

对于 自 己 的 历史 一

点 不懂 ,
或	

“

也不 全是坏 的… … 当封建主 义还 处在发 生和


懂得甚少
,
不 以 为耻

,
反 以 为荣

”

。 不 注 重	发展 的 时候 ,
它有很 多东 西还 是不错的

”

,

“

并


研究 现状
,
不 注 重研究 历史

,
不 注 重 马 克 思 列	不 全是封建 主 义 的 东 西

,
有 人 民 的东 西

,
有 反


宁主义 的应用
, 这些都是极坏 的作风 。

“

不论是	封建的东 西 。 要把封建主义 的东 西和非封建主


近 百年的 和古代 的 中 国 史 ,
在 许多党员 的心 目	义 的 东西区 别 开来

”

,

|

1 3—> 总 的原则就是
“

清理


中还 是漆黑一

团 。 许多 马克思 列 宁主义 的学者	古代 文 化的发展过程
, 剔除 其封建性的糟粕 ,


也是言 必称希腊 ,
对 于 自 己 的祖宗

,
则 对不住 ,	吸收 其民 主性的精华

”

。 而
“

反 封建主义 的


忘记 了 。 认真地 研究 现状的 空气 是不 浓 厚的
,
	文化当 然要 比封建 主义 的好

,
但也要有批 判

、


认真地研究历 史 的空气 也是不 浓厚的 。

”
|

3 K p W 7
)	有 区别地加 以利 用

”

。

|

l 3
| ( l

l 2 2 5
) 这 一认识

,
反对 了两


(
二

)
研究 史 学 的 目 的是 服务 于 今 天 的 现	方面的 绝对 化倾 向

,
提出 了

一个重要 的史 学命


实运动	题
,
同 时也为 中 国 马克思 主 义 史学指 明 了 正确


毛 泽东 明确 指 出 :

“

向 古 人学习 是 为 了 现	的 发展方 向 。 对历 史遗产
,

取其精 华 ,
去 其糟


在的活 人 。 批判 继承古 代文化遗产 ,

“

是	粕
,

已 经成为 中 国 史学家们 进行历史研究的 基


发 展 民 族新 文 化 提 髙 民族 自 信心 的 必 要 条	本立 场
,
深刻 影 响 了 各个领 域学术研究的 基本


件 。 史 学工 作应当 给人们 以 启发
,
给	思路 。


人们 以 信心
,
不是 引 导 人们 向 后看 ,

而是引 导	
(
四

)
毛泽 东是践行古 为 今用原 则 的典范


人 们 向 前看 。

“

我们 必须把这 些遗产变成 自 己	毛 泽 东 是 一

位 史学 素养 极 为深 厚 的政治


的东西 。 然 而 门 中 国 有些 人却崇 拜旧 的过时	家 。 他本人 的 史学 实践
,

就 是践行古 为今用 原


的思想
,
这些 i 、 想对于我 们今 天 的 中 国 不仅不	则 的 典范 。 他关 于史 学 的 社会作用与 根本 任


适用而且有害 。 这样的东 西必须抛弃 。 历	务
、

如 何继 承历史 文化遗产 等问题的 论述
,
着


史研究 的 主要任务 ,
就 是

“

用 马 克思 主 义 的 立	眼点 都在 为 实现 马克思 主 义 普遍原 理与 中 国


场 、 观点和方法
, 分析它 、 批判 它 。 把被颠倒 的	革 命具体实际相结 合服 务

, 使共产党人对实际


历史颠倒过来 。

”
[

| 2
1 其 目 的正 是为 了 更 好地揭	运 动有

“

深刻 的 了 解
”

,
为 解放中 华 民 族这个


示历史 真相
,
从更深刻 的 意 义上反映 、 阐 明 历	

“

伟 大 的革命运动
”

提供帮 助 。 他关于近代 中 国


史发展规律 ,
服 务现实运动 。 因 而

,

“
一 切有 相	社会 的分析

,
不仅是历史研究 的重要成果

,
更


当 研究能力 的 共产 党员
, 都要研 究 马克思 、 恩	成为 中 国 共产 党确 定革命战略

、
策略 的重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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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正因为 如 此
, 《

中 国 革命和 中 国 共 产党 》 、 而把南北朝
,
南宋

,

明末
,
清末 一班民 族投 降主


《新 民主主义 论》 等经 典著作 , 才 以 史学著 作 的	义 者痛斥
一番

,
把那些民族抵抗主 义者 赞扬一


形 式
,
起到 了 反 映 中 国 历史 实 际

、
指 引 中 国 革	番

,
对于 当前抗 日 战争是有帮助 的 。

^
1

3
6

> 这里


命走向 胜利的重 大历史 作用 。 另 外
,
我们 党

“

实	所说 的 南北 朝 、 南 宋 、 明 末 、 清 末 的 抵抗 与 投


事 求是
”

的思 想 路线 , 就是 毛 泽 东对 《 汉 书 》 中	降 , 与 当 时抗 日 战 争 中 的抵抗与 投降 , 自 有 着


的说法
, 加 以 马 克思 主 义的 提炼和改造 而 提 出	不 同 的性质与具体 内 容 , 但从 当时许 多人对抗


来 的 。 在党 的组织建设和思 想建设上具有 重要	战 没有 信心 、感 到 前途迷茫 的背 景来看
,
这 种


意义 的延安 整风运动 ,
也是通 过 对党 的 历史 、 从

“

是非
”

的 角 度 阐 明抵抗与投降 的 对与错 、 利


党 的理论 、 党 的组织 的正本清 源
,
达 到 了 团 结	与 弊

,
确有着突 出 的现实 必要性

;
1 9 3 9 年 2 月

,


同 志 、统
一

思 想的 目 的
,
为争取新 民 主主 义革	他主张对孔子的道 德论

“

给 以 唯物论的观察
,


命的胜利奠 定了 基础 。 从某种程 度上可 以说 ,
加以 更 多 的批判

”

, 将其放在恰 当 的 位置
,
是为


学 习 和研究 中 国 现状 、 中 国 历史
,

在新民 主 主	了 
“

与 国 民党 的道德观有原则 的 区别
”

。
[
5

1 (
^ 1 4 7

)


义革 命时期 ,
起到 了 马克思 主 义 中 国化 、 民 族	1 9 4 0 年 9 月

, 他致信范 文澜 , 鼓励他运用 唯物


化桥梁 的重要作用 。	史 观 清算 经学历史
,
也 是因 为

“

目 前大地主大


在 领导中 国 革命斗 争
、
社会 主 义建设的过	资产 阶级的复古 反 动十分猖獗

,
目 前思想 斗争


程 中
,
毛泽东还 熟 练运用 历史 上 的事件 、

人物
,
	的第

一

任务就是 反 对这 种反 动
”

,
希 望他


通过对他们 的评价 以古 喻今 、
阐 明 道理

、
指点	能为此做有益 的工作 。 1 9 4 4 年 1 1 月

, 他致信郭


迷津 。 比如
,
井冈 山 时期

,
用 黄巢 、 李 自 成 起 义	沫若

,
称赞他 的 《 甲 申 三 百年 祭 》被共产 党 人


败于流 寇 主 义的历史 来说明 建立 巩 固 的 革命
“

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

, 并希望郭沫若
“

经过大


根据 地的 重要性
;
抗战 时期 ,

运 用
“

围魏救 赵
”

手笔写 一

篇太平军经验
,
会是很有益 的

”

, 其原


的 战例 来说明 游击战争 中 的战 略防御 问题
;
在	因 就在 于这些研究成果切 中 要害 ,

“

有大益 于


中 国 新 民 主 主 义青年 团 第 二次全 国 代表 大会	中 国 人 民
”

,

》M 1
) 有 益于革命运 动 。 周 谷城说 :


期 间
,
用周 瑜这个

“

青年 团员
”

带 领东 吴军 队打
“

毛泽 东
‘

古为今用
’

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胜仗的历 史
,
提倡 选拔干 部要看 能力

,
德才兼	其 根本 原 因

,
正 在 于 他将科学理论 与 实 际运


备 ,
不能论资 排辈

;

“

大跃进
”

时期 ,
用

《
登 徒 子	动

、 学术研究与革命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了 。


好色赋 》 的 反例 , 说明
“

攻其
一

点 ,
不及其余

”

的 通 过 毛泽东 所倡 导 的
“

古 为今用
”

,
马克思


片面思维 方式的错误
,
希望 党 的领导 干部学 习	主 义史 学建设作 为 中 国 人民解 放事 业的一个


郭嘉 , 多谋善 断
;

“

七千 人大会
”

期间
,
用 霸王 别	必不 可少 的组成部分 ,

为 中 国 共 产党 在阶级斗


姬的故 事 , 教 育 干 部 要 听得进不 同 意 见
,
防 止	争 、

民 族斗 争 、
思 想斗争 中 取得全面胜利

,
发挥


“

批评不得
”

的现象
;
2 0 世纪 6 0 年代

,
用 触砻说	了 理论宣传 、鼓 舞斗 志 的历史作用 。 在这一过


赵太后 的故事
,

提 醒党 的各 级干部要严格要求	程 中
,
唯物史观 日 益深人人心

,
马克思 主 义史


子女
,
防止 他们

“

变质
”

;
用孔子的课程

,
同 样也	学不断 发展壮大 。


“

教出 颜 回 、 曾 参
、
子思 、 孟 子 四 大 贤人

”
…# 2 2 7 9 )

	在 中 国 马 克思 主 义史 学 发 展过 程 中
,

“

古


的史实
,

论证教育 改革 的必要性
;
等等 。 这些信	为今用

”

也在一些 情况 下 尤 其 是在
“

文 化大 革


手拈来又 贴近 实 际 的史实 ,
与 毛泽 东对党 的方	命

”

中
,

演变 为 历史 研究 为 现 实政 治 服 务 的


针政策 的 阐发水乳交 融 ,
起 到 了 极 大 的说服 教

“

以 论代 史
”

、

“

影射史 学
”

。 这 是将古 为今用作


育 、 思 想动 员 的作 用 。	绝 对化
、
片 面化理解所 导 致的结 果

,
对 马 克思


在具体史 学研究 领域 ,
毛 泽 东认 为 ,

历 史	主 义 史 学 研究 产生 了 消 极 影 响 ,
这 个教训应


研究 同革命斗 争 相联系 的 原则
,
应 当 贯 彻在 史	当 吸取 。


学工作各个方面 。 1 9 3 9 年 1 月
,
他在给何干 之	总体 而 言

,
毛泽东所主 张 的 古为今用 的史


的 信中 谈到 民 族史研究 :

“

如 能 在你 的书 中 证	学 目 的论
,
既不 同 于 中 国 传统史学 中 的

“

经世


明 民族抵抗与 民族投 降两 条路线 的谁对谁错
,	致用

”

,
更 不同 于资 产阶级史家所说的

“

历史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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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 打扮的小姑娘
”

,
而是将

“

用
”

的基础
,
建立	本主义 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也同 样是最危 险 的

,


在经过真正 科学研究 的
“

古
”

上 。 这里 的关键问	甚至可能走上 反革命 的道路
”

。 简 而言之
,


题有 两个 :

一 是实 事求 是
, 恢 复历史 的 本来面	尊 重事 实

,
科学 运用 理论

,
全面把握事 实

,
正 确


貌
,
把颠倒了 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 这里所谓

“

颠	分析事实 ,
就是实 事求是的研究 过程 。 这一 理


倒 了 的历史
”

,
指的是 由 于 不 同的 阶级 立场

、
不	论概括 , 在 马克 思 主 义史学理论发展 史上具有


同 的历史观所导致的历史评价 的模糊 、 颠倒 。	重要 的方法论意义 。 它 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二是把握规律 ,
认清 历 史 发展 的趋势 ,

引 导人	之上 ,
即 历 史

“

事 实
”

是独立存在于人 们 的主 观


们向 前看 。 这正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	认识之外 的
,
是 相互联系 的 。 在科学 理论 的指


内 容
,
也是其社会意 义之所在 。 恢复历史 的本	导下

, 史学家可 以 不断地接近并阐释它 。 从这


来面貌 ,
是把握规律的基础 。 预设结论

、
剪裁历	个角 度看

,
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是可能 的 。

“

实事


史
、
只 见树木 不 见森林

, 都与 真正的古 为今用	求是
”

的概念
, 以 中 国 式的语言 ,

阐明 了 科学的


格 格不人 。 既 不回 避 历史学的阶级性
,
也不 回	史学研究应当具备 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
指导


避它的 目 的性
,
正是马克思主 义史学作为

一

门	原则
, 从根本上纠 正 了封建史学与 资产 阶 级史


科学在理论上的彻底性所在 。 将科学研究 的成	学或偏 于
一端

,
或主观随意 的史 学观念 。


果
,
通过各种方式服 务于当 前 的社会主义建设	 (

二
)
阶级分析法 是 马 克思 主义 史 学的基


事 业
,
是 马克 思 主义 史学发展 的基础

,
也是其	本研究方法


保持蓬勃 生命力 的 内 在要求 。	毛泽 东运用最 多 、 最为 看重 的史学方法
,


就是 阶级分析法 。 运 用这一 方法
,
毛泽东正 确


三
、 史 学方 法论

:
毛泽 东 史 学	分析 了 中 国 社会 的基本矛 盾

、
基本任 务

, 科学


甲、 相
■ 始 舌要■ 细 忐 都合	? 5 握了 中 国 来 w 历 i 和 s a g ,

提出 了 解

"

	决中 国 问 题的根本 出 路
,
形 成了 新民 主主 义理


运用 唯 物史观对历史学 研究方法作科学
, 士

-

: ^ .

7 巾 a


共产兄 人对近 代中 国 革命 a s 动 的科学认识
,

已


的必 要环节 。 毛 泽东 的史学方法论
, 同样体现


出鲜 明 的
“

中陳m 旅接受 了财
舰基石 。 而 中 s 马 ;

^
思 主 义史 学 的发 展 壮


主 义的 基本方法
,

- 方面 又在 它 的基础上 ,
汲

大
’ 也与 阶级分析法的

巧
密不 可分 。 把颠倒


取 了 中 国 3 & 学雜帕觀随 ,
忙 . 肺	了順姊删絲 ,

所 3 5 腦聽要 方法 就


是阶级分析法 。 英雄史观 、 神 意 史观等各种形


卜

°

)
实 事求是 的思 想方 法 同 样适用 于 自 ,

唯心 主义
’
在中 国 历史学 中 的影 响逐渐被


清除 出 去 了 。 在这一 转变 过 程中 ,
毛泽 东 的认


‘

关于什 : 是实事求 是
,
毛泽东有 - 段经典

■到 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

、

如我 国 史学界种


的论 述
,
他说 :

“  ‘

实事
’

就是客 观存在着的 -

切
国 社—_ _ 认识

’
对农 民 战争历 &


事物 ,

‘

是
,

縫客鮮物動部縣 , 即鮮
細的

,
,
贿操 、 秦始皇 等历史

亡
物评价


性 ,

‘

求
’

就是細去 研究 。

”

要做到 实事 求是
,


就必须
“

不凭主观想象 ,
不凭

- 时 的热情 ,
不凭

°

,

死的书 本

,
龍龍存據事 实 , 雅地战

細絲 #
’
这种

,
变林及毛縣所起到 的


材料 , 在马 克思 列宁 主义 - 般原理的 指导 下
,

。


从这些材料 中 引 出 正确 的结论 。

”

 根据 中	 (
二

)
全面的辩证的研究方法是历 史唯物


酬实 际
,
毛 泽东反 复强调 对 马克思 主 义-

般


原賴辩证态度
, 指 出 :

"

马 克思 主 义的 活 的灵


魂
, 就在于 具体地分析 具体的情况

“

本
是 由 各方面 的 因 素 决定 的

”

’
所 以

“

看问题要从


各方面 去看
,

不能 只从单方面看
”

/
? " n

“

我们


-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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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学会全面地看 问题
, 不但要 看到 事 物的正	阔 眼界

,
以 世界 的 、 历史 的视野看 待过去和 现


面
,
也要看到 它的反面

”

。 除 了辩证地看问	在 的具体问题 。


题
,
还应当 用历史的

、
具体的态度去分析历史

,
	 (

五
) 分析综 合 法 是科学反 映历史过程 的


即把
“

所研究 的 问题发生 的
一定 的时间 和一定	重要途 径


的空 间
”

搞 清楚 ,

“

把问题 当作
一 定历史 条件下	历史研究尤其是综合史的研究包罗 万象 ,


的历史 过程去研究
”

。
n w 4 0 0

5形式主义地 、 片 面地	如何将纷繁复杂 的史实 主次分明 、 相 对完整清


看 问 题 的思维 方式 ,
即

“

对 于现状 ,
对 于历 史 ,	晰地反映 出 来 ,

是历史研究 的难点 ,
也是史学


对于外 国 事物 ,
没有 历史唯 物 主义 的批判精	理论研究 的重要课题 。 毛 泽东 认为 , 分析综合


神
,
所谓坏就是绝对的 坏

,

一切皆坏
;
所谓好就	的方法对科学研究 非常重要 。 他借用苏 轼 的


是绝对的好
,

一切 皆好
”

,

? ^ 8 3 2
) 与 唯物主义 的要	

“

八面受敌
”

法
,
将这一思想概括为

“

四 面受敌
”


求背 道而驰 。 不离 开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 ,
法 。 所谓

“

四 面
”

,
即 指历史研究所有 门类中 最


注 意把辩证法应用 于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
表现	为重要 的政治史 、 经济史 、 军事史 、 文化史四个


在历史人物评价上 , 就是避免绝对化 ,
坚持

“

两	方面 。 在这 四个方面 的历史都分析好 、 研究好


点论 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 马 克思 主义者应当	的前提下
, 才能

“

作综合 的研究 进而
“

得


对 问 题作全面的 分析 , 才 能解决得 妥当 。

“

我们	出 中 国 革命的 结论
”

。
[

1_ ? 这个过程 , 就是从个


每 个人也 是如 此
,
总 是有两 点 , 有 优 点 ,

有 缺	别 到一

般 、 从现象到 本质的 过程
, 就是将个体


点 ,
不是只 有

一

点
”

,

? 不 能
“

把片 面 当成全	与全体 、 分析与综合辩证统
一

的过程 。 毛 泽东


面
,
局部 当 成全体

,
树木 当 做森林

”

。 对于	还将这一研究方法扩展 到更 为具体的史学研


历 史人物 的评价要结合具体背 景
,
不能 脱离 历	究领域 , 如认为最基层的家史 、 村史 的研究 ,


史 条 件而苛求古人 。 对 于古代 历 史人物是如
“

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 的基础
”

;

【
1 5

1 (
p J 7

)


此
,

对 于离 现 实更 近
、
制 约 因 素 更 多 的 当 代人

“

县志 、 府志
、
省 志

、 家谱
”

的研究
,
可为 中 央 工


物 , 同 样应有如此态度 。 在这方面
,
毛泽东 对孙	作的

“

直接助 手
”

等等 , 都是他
“

分析而又


中 山
、 陈独 秀

、
王 明 等 人的评价 ,

为 我们 树立 了	综合
”

丨
1 6 ^ 3 ^ 思想 的不同反映 。


光辉的典范
, 体现 了 他作为髙 明 的史学家 、 卓 毛 泽 东在 运用 这些方法 的过程 中 纵论古


越的政治家的见识与胸怀 。	今 ,
品评人物 , 收放 自 如 , 使中 国 史学理论 中 的


(
四

)
比较研究法 是 历史主义研究 方法 的	积极成果与 马 克思 主 义 方法论 的 融合 达到 了


霊 要方面	新 的高 度
,
为

“

中 国 作 风 、 中 国 气派
”

的 马克思


在讲到如 何研究党 史 问题时
,

毛 泽东 将	主义史学 建设打下了 坚 实的基础 。 当然
, 在中


比 较研究法形 象地表述为
“

古今 中外
”

法 。 事	国马 克思 主义 史学的不 同领域 、 不同方面
,
所


实上
,

它 反映 了 毛泽东 对一般意 义上 的史学	使用 的具体研究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 正是有了


研究方法 的思考 ,
因 而 也适用 于其他 领域史	运用这些研究 方法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

,
唯


学 研究 。 他说 ,

“

古今 中外
”

法是 历史主 义研究	物史 观才能 够真正 在 中 国 史学研究 中 确 立其


方法 的一 个重 要方面 。

“

所谓
‘

古今
’

就 是历 史	指导地位 。 由 这些方法论所带来的对中 国 社会


的 发 展
,
所谓

‘

中 外
’

就 是 中 国 和 外 国
,
就是 己	历史 进程

、
历史 事件 、

历 史人物认识上的转变 ,


方和 彼方 。

”

扩 而 言之
,
就 是对所 有历史	使中 国 马克思 主义 史学 独树一 帜

,
以 全新的形


研究 对象作上 下 纵横 的 比 较研究
,

“

世 界上 没	象有别 于 中 国 传统史 学和 资产阶级史学 。


有这 方面 ,
也 就没有 那 方面 。 所 以 有 一 个

‘

古


今
’

,
还 有 一 个

‘

中 外
’ ”

,

“

两 种 材 料 对 照 起来	四
、 结 语


研究
,
这就 叫 做

‘

古今 中 外法
’

,
也 就是历史主


义 的方法
”

。

[
1 6

1 ( p
4 0 6

) 这种 方法强 调 通过对历史	马克思主义 中 国 化是一篇大文章 。 到今天


研究客体相关 因 素 的 全面把握 ,
最大 限度地	为止

,
对这篇大文章的研究 、 探索仍在继续 。 唯


接近 历史 的真实 。 它启 示我们要尽可 能地开	物史 观与 中 国 史学的结 合 ,
也是一

个长期 的过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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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作 为毛 泽东思想 的重 要部分
,
毛 泽东 史学	当 然

,
对于 毛泽东史 学思想及其实 践 中 存


思想无疑也是马 克思 主义 中 国 化 的重要 成果 。	在 的失误
,
我 们也不 能 回 避 。 对这些失 误做客


从 中 国历史学发展的长河来看待这个成果
, 它	观的研究 与 分析 ,

是 中 国 马克思 主 义史 学必须


在推动史 学科学化方面所起到 的作用
,
就会更	要面对 的理论课题 。 从历史 的 眼光看

,
世界社


清楚 。 中 国近代史学受 西方史学思潮 的影响 而	会主义运 动 的 曲 折历史
,
马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的


开始转型
,
随着马克思主 义 的传人而真正 走 上	艰难历程 , 都可 以 作 为这个课题研究 的 宏大 背


科学化 的道路 。 在这 条道路上
, 李大钊 、 李达 、 景 , 同 时 也为寻 找失 误的原 因 提供 了 某 种理论


蔡和森 、 瞿秋 白 、 郭沫 若等革命者 和史学家
,
都	启示 。 从史学理论 的角 度 看 ,

这些失 误在本 质


作 出 了 很大的贡献 。 而从哲学角 度 对唯 物史观	上 ,
是违背 毛泽东 史 学思 想基本原则 的 。 区分


的基本原理作深人浅 出 的 阐发 , 并将其与 中 国	方法本身 与对方法 的运用两个不 同 层面
,
对它


史学相结合 ,
进而塑 造 中 国特色 马克 思 主义史	们分别 作客观 、 平实 的 认识

,
是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学
,
毛 泽东 无疑是最成功 的 。 其根本原 由

,

是他	义史学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 。


能够站在 历史 的制 高点 ,
根据 现 实运 动 的需要


研究 理论
, 并 由 此 出 发对中 国 传统历史学做独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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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 m e n t s  f o r

 t
h e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n c

y  
w o r k . ( H U A N G  H o n

g )


M a o  Z e d o n g  H i s t o r i c a l  T h o u g h t  a n d  I t s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V a l u e : M a o  Z e d o n

g  
h i

s t o ri c a
l  t h o u

g h t  i s  a n  i m
p

o r t a n t
 p

a r t  o f


C h
i
n e s e  M a r x

i
s t  h i s

t
o r i c a

l  t h e o r
y ;  i

t  i s  a
l
s o  t h e  i

m
p o r t a n t  a c h i e v e m e n

t
s  o f  C h i

n e s e  M a r x i s m . H i s t o ri c a l  m a t e ri a
l i

s m  i s  i
t s


t h e o r e t
i
c a l c o r e

;  
"

m a k e  t h e
 p

a s t  s e r v e  t h e
 p

r e s e n t

"

 h
i
s t o r i c a l  

t
e l e o l o

g y  
i s  i

t s
 p

r o m
i
n e n t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
 h i s

t
o ri c

i
s m  i

s  a n


o r
g

a n
i
c

 p
a r t  o f  

i
t .  U n d e r  t h e  a c a d e m

i
c  b a c k

g
r o u n d

—

e x
p

a n d i n
g  

c o n t
i
n u o u s l

y  
t h e  fi e l d s  o f  h

i
s

t
o r i c a l  r e s e a r c h  a n d  

i
n n o v a

t i
n

g


m e
t h o d ,  p e o

p l
e  e x

p l
o r e  t h e  s c

i
e n t

i f
i c  c o n n o

t a t
i
o n  a s  w e

l l  a s  t h e  h i
s t o r

i
c a

l  s t a t u s  o f  M a o  Z e d o n
g

'

s  i d e a
, w h i

c h  i s  o f


i m
p

o r t a n t  t h e o r e t i c a
l  a n d

 p
r a c t

i
c a

l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f o r  t h e  h e a
l

t h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M a r x
i
s m  h i

s t o r i c a
l  s c i e n c e  i n  t h e  n e w  e r a .


( L I  Z h e n )


M a i n t a i n i n g  
t h e  H i s t o r i c a l  S t a t u s  o f  M a o  Z e d o n

g  i n  t h e  N e w  E p o c h  o f  R e f o r m  a n d  O p e n i n
g

- u p  b y  
T h e  P a r t

y


C e n t r a l  C o m m i
t t e e :  I

n  t h e  n e w
 p

e ri o d  o f  r e f o r m  a n d  o
p

e n i n
g  

-

u
p ,  

t h e  P a r t
y  

h a s  a c k n o w
l
e d g

e d  t h e
 g

r e a t  c o n t ri b u t i o n s


m a d e  b y  
M a o  Z e d o n

g  
o n  d iff e r e n c e  o c c a s

i
o n s  s o  a s  t

o  m a
i
n t a

i
n  t h e  h i

s t o r i c a
l  s t a t u s  a s  a

 g
r e a t  l

e a d e r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p

e o
p l

e .


T h e  c o r r e c t  r e v i e w  o f  M a o  Z e d o n
g

'

s  h i s t o r i c a l  m e ri t s  i s  v i t
a

l  f o r  t h e  d e s t i n
y  

o f  
t h e  n a t i o n  a n d

 p
e o

p
l e .  T o  a d o

p
t  a  s c i e n t i fi c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s  t
h e  r e v

i
e w  o f  M a o  Z e d o n

g  
i
s

, i
n  e s s e n c e

,  t h e  c o r r e c t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t h e

 p
r o

p
e r

 p
a t h s  f o r  C h i

n a  i
n  t h e

 p
a s t

,  a t


t h e  m o m e n t
,
 a n d  

i
n  t h e  f u t u r e .  A n d  t h a

t
 b e a r s  o n  t h e  f u t u r e  a n d  d e s t

i
n

y  
o f  t h e  n a t i o n  a n d

 p
e o

p
l e . I

n  t h e  p
r a c t

i
c e  o f


b r o a d e n
i
n

g  n e w  h o r
i
z o n s

,  t h e  P a r t
y  C e n t r a

l  C o m m
i

t t e e s  o f  t h e  p a s
t  h a v e  b e e n  a d h e r

i
n

g  t o  S o c
i
a

l i s m  w
i

t h  C h i
n e s e


c h a r a c t e ri s
t i

c s
,  
w h i c h  h a s  b e e n  t h e  r

i g h t f u l

 p
r e s e r v a t

i o n  o f  
t h e  h i s t o r i c a

l h e r
i

t a
g

e  o f  M a o  Z e d o n
g

.

( Q I  W e i
-

p
i n

g )


O n  C o n s t r u c ti n g  
t h e  W a

y  
o f  L i f e  w i t h  C u l t u r a l  S o f t  P o w e r  i n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C h i n a
:
T o  c o n s t r u c t  t

h e  w a
y  

o f  l i f e  w
i

t h


c u
l t

u r a l  s o f t  p
o w e r  i

s  t h e  d u a l  d e m a n d  o f  
t h e  s o c

i
a

l i
s m  w

i t h  C h
i
n e s e  c h a r a c t e ri s t

i
c s  t o  a c

q
u

i
r e  i

n t e r n a
]  c

l
u s

t
e r

i
n

g  
f o r c e  a n d


e x t e r n a l  a
p p

e a
l

.  T o  a c h i e v e  t h i
s  c a

l l
s  f o r  t h e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a n d  m o d e m  w a
y s  o f  l i f e

,
a s  w e l l  a s  t h e  d i

a
l
e c t

i
c a

l


c o h e s i o n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w i s d o m  o f  l
i f e  a n d  a c h i e v e m e n t s  o f  m o d e r n  c i v i l i z a t i o n .  W e  s h o u l d  a c k n o w l e d

g
e  t h e

 p
u r s u i

t  o f


v a l u e  s
y

s t e m  b
y  i n d i v i d u a l s  a n d  t h e i r  r e a s o n a b l e  n e e d s

,  t
h u s  a c h i e v i n

g  p
e o

p
l e

'

s  s u b
j
e c

t
i v i

t y  i n  s o c i a l  l i f e
,  m a k i n

g  
a  c o r r e c t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r a

t i
o n a l  

i
n d

i
v

i
d u a 】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b

y  t
h e  s o c i a l g

r o u
p

s
,  a n d  m a

i
n

t a i
n

i
n

g  a  h a rm o n
y  o f  c o e x i s t e n c e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r e
g

a r d  t o
 p

e o
p l

e  a n d
 p

e o
p l

e
,

 p
e o

p l
e  a n d  t h e  s o c i e t

y ,  a n d
 p

e o
p l

e  a n d  t h e  n a t u r e .

 (
S H I  X i

a n
g

-

j
u n  Y I  P e n

g )


T h r e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o n  t h e  F u n d a m e n t a l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a r x i s m  a n d  T h e i r  R e v e l a t i o n s
 :

 B a s e d  u
p

o n  t h e  r e s e a r c h  i n


r e c e n t
 y

e a r s
,  t h r e e  v

i
t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t o o k

 p
l a c e  i

n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f u n d a m e n t a l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a r x i s m  i

n  S h a n
g

h a i  i n


2 0 1 2 .  T h a t i s
,  t h e  t h e o r

y  
o f  

o w n e r s h i p  i
n  M a r x

i
s m

,  
t h e  s u r

p
l
u s  v a

l
u e s  t h e o r

y ,  a n d  t h e  l
a b o r  t h e o r

y  
o f  

v a
l
u e  i

n  M a r x
i
s m .  A s


t h e  t ri a l  a r e a  o f  t h e  r e fo r m  a n d  o
p

e n i n
g  

- u
p  p

o
l

i c
y ,  

t h e  r e f o r m  u n d e r t a k e n  i n  S h a n
g h a

i  a d d r e s s e s  t h e
 p

r o f o u n d  i
s s u e s


c o n c e r n i n
g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a n d  s
y

s t e m
,  a n d  m a k e s  t h e  a t

t e m
p

t  a t  s t r u c t u r a
l  i n n o v a t

i o n s
,  s e t t i n

g  
a n  i m

p
r e s s i v e  e x a m

p l
e  f o r  t h e


w h o l e  c o u n t r
y

.  N o t  o n l
y  

w i l l  t h e  s u m m a ri z a t i o n  a n d  i n t r o s
p

e c t
i o n  o n  t h e s e  t h r e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s e r v e  t o  a d v a n c e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fu n d a m e n t a
l
 p ri n c

i p l
e s  o f  M a r x

i
s m  i n  S h a n

g
h a i

,
b u t  a

l
s o  b e  o f  c o n s

i d e r a b l
e  m e a n i n

g  f o r  t h e  r e f o r m  a n d


o
p

e n i n
g
-

u
p  

i n  C h i
n a .

(
W A N G  T i a n

-

e n
)


O n  t h e  S e l f
-

A w a r e n e s s
,  S e l f

-

C o n f i d e n c e
,  a n d  S e l f  

-

I m p r o v e m e n t  i n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S i n i c i z a ti o n  o f  M a r x i s m :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s i n i c i z a t i o n  o f  M a r x i s m  i s  o n e  m  w h i c h  c o m m u n i s t s  i n  c h i n a  a r e

 p
e r s i s t i n

g  i n  t h e  u n i fi c a t i o n  o f  s u b
j
e c t

i v i
t

y  
a n d


o b
j
e c t

i
v

i
t
y ,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a n d  k n o w
i
n

g  
a n d  d o

i
n

g ,

a  k e
y  f a c t  o f  

w h
i
c h  c a l l s  f o r  t h e  s e

l f
-

a w a r e n e s s
,  s e

l f
-

c o n fi d e n c e
,


a n d  s e l f
-

i
m

p
r o v e m e n

t  i n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s
i
n

i
c

i
z a t

i
o n  o f  M a r x i s m  b o t h  t h e o r e t i c a l l

y  
a n d

 p
r a c t

i
c a

l l y
.  I n  t h e  n e w

 p
e ri o d

,
 w e


m u s t  a d h e r e  t o  a n d  d e v e
l
o

p  M
a r x i s m

,  k e e
p  p

a c e  w
i

t h  t h e  t
i
m e s

,  a n d
 p

u s h  f o r w a r d  t h e  t h e o r e t
i
c a

l  i
n n o v a t i o n s  o f  t h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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