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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思想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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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科学阐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强调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旨归，充分吸收运用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的鲜明特质，为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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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重要工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１］Ｐ２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

科学，一以贯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就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

了充分论述，强调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

题，运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

革命，” ［２］Ｐ２６９形成了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宝贵

思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

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３］。 系统总结毛泽东关于建

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对新时代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具

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深刻认识建设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的重要性

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其以社会现象为

研究对象，旨在阐述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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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培养和践行“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

“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

学。［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体现了民族思维能

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是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

竞争力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科学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其一，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指导认识社会和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人们争取

自由的思想武器，其中自然科学是“了解自然、克
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是“了解社

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武器，［２］Ｐ２６９自然科

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改造世界。 其二，哲学

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资本主义

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使得其在社会科

学方面的预见是“盲目的”。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
得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无

产阶级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科学作

为实践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对
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能够指出“中国人民将要

走什么道路”。［５］Ｐ３９４其三，学习和掌握哲学社会科

学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

级的革命干部必须要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并将之作为 “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

础”，只有这样，“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

有学好的希望”。［６］Ｐ１５ 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工作

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将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学习历史和法学、学习文学、学习文法和逻辑、
学习外文等作为重要内容，［７］Ｐ３５９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强调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

究，“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

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８］Ｐ９２２。 在领导革命

工作期间，毛泽东曾指示叶剑英等人购买一批包

括《大众哲学》《街头讲话》等书目在内的“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９］Ｐ８０ 用于广大党政干部

和红军指战员学习。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示成

立马列学院，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的著作，开设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

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

史等课程，他本人则常到学院作专题报告。［１０］Ｐ２０８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在职干部

学习的决定》，强调党员干部学习的课程包括了社

会科学常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

革命史、联共党史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

就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习作出指示。 如 １９５６ 年

对中宣部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
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作出“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

过才好”的批示，［１１］Ｐ５３７ 在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的最

高国务会议上，强调“自然科学要学习，还要学习

社会科学” ［１２］Ｐ２９１。 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指

示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并在其中设置了近代史、社
会、考古、语言等社会科学类研究所。 上世纪 ５０
年代，毛泽东阐述了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
导制订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科学技术规划时

又指出，“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 社会科

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 社会科学也要投一

点资。” ［８］Ｐ９２５同时，毛泽东还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中的重要工作予以直接指导，如指导完成《二十四

史》的点校整理和出版。 毛泽东将建设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
给予指导和应用。

二、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

维发展的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

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

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１］Ｐ８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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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进程”。［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

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 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

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１］Ｐ１２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后，则
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然而，近
代仁人志士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中寻求救

亡图存道路———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长技

以制夷”，洋务派实施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

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

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

命派则发动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

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任务。 历史证明，在救亡图存的相当长时期内，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

义” ［１３］Ｐ１５１３ － １５１４。 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立场，为人

类自由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自传播

到中国并在推进中国化时代化中，“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

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

迹” ［１４］Ｐ１４。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

提出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揭示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强调，现代社会主要

有两种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

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

治需要服务的，“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

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

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

赖关系” ［１５］Ｐ２８２。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指出，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不以人意

志为转移的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１６］Ｐ２７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

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

科学最革命的真理”，［１７］Ｐ８１７ 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研究。 其中，如艺

术学方面，他强调“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

立场， 我 们 是 站 在 无 产 阶 级 劳 苦 大 众 方 面

的” ［２］Ｐ１２２。 再如学习历史时，他强调用“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１８］Ｐ５３３ 再如伦理学方

面，他强调“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

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

准的。” ［１９］Ｐ１４７ － １４８再如政治、经济、军事学等方面，
他强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

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

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１７］Ｐ８１４。 马

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

界观。
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

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唯物主义对客

观世界存在性和决定性的基本立场，科学研究客

观世界的联系性和发展性，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

维的哲学方法。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学习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才能掌握改造自然和革命实践的武

器，“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社

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

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

证” ［２０］Ｐ３３。 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工作，“马
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
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

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２１］Ｐ２６４。 比

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要认识到矛盾的特

殊性和普遍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

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

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

一门科学的对象” ［１５］Ｐ３０９，通过认识普遍性，了解事

物发展普遍规律；通过特殊性，了解某一事物区别

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 再如，他强调运用阶级

分析法进行社会调查，才能了解情况，“才能使我

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１７］Ｐ７８９

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正确

的政治立场。 马克思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

由解放道路，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

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强调无产阶级的根本

立场“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的运动”。［１６］Ｐ２８３ 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科学研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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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服务”的方向，并强调“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

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

界的物质力量”。［２１］Ｐ３２０毛泽东指出，科研人员要深

入人民群众，“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

农民” ［２２］Ｐ１１５，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经验，从
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三、实践性：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

题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和

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规律，并为人类和人类

社会更好地发展指出方向。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

问题的方向。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

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并强调好的理论在于“能
够指导行动”，但如果“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

阁，并不实行”，那么这样的理论即使再好，“也是

没有意义的”。［１５］Ｐ２９２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

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用马

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

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３］ 毛泽东

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解决中国问题

为目的，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脱离中国

实际谈马克思主义，就“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

主义”。［１８］Ｐ５３４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理论，但是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特

点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

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既要学习“普遍真理”，
也要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７］Ｐ４２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

列宁 主 义 的 理 论 应 用 于 中 国 的 具 体 的 环

境” ［１８］Ｐ５３４。 他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教条式照搬

照用马克思主义，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

过来为实践服务。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
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

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１５］Ｐ２８４。 具体研究方法，
毛泽东强调，本本主义是“最危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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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Ｐ１１１

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须做好调查

研究。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
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

义。” ［２３］Ｐ２１他亲身践行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 ［１５］Ｐ１０９，通过密集调查，分析和研判中

国革命走向和指明革命发展道路。 大革命失败

后，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

区，期间在永新、宁冈、寻乌、兴国、才溪等地调研，
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工作改进方向，如指出旧有

土地分配办法中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分开的问

题，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
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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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Ｐ１８２。 毛泽东反对不做调查研究就出政策，
并指 出 “ 而 情 况 如 不 了 解， 则 政 策 势 必 错

误” ［２］Ｐ３６０。 他明确要求党政干部加强对历史、环
境、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 新中国成

立后，毛泽东经常强调要“注意研究情况”，倡导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比如在党的八大上，
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指出，党的

总书记要争取时间、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
“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

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

‘解剖学’” ［７］Ｐ１３４。
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要坚持走群

众路线。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

界历史的动力。” ［１７］Ｐ１０３１他高度重视到人民群众中

了解问题，与人民群众分析问题，并从人民群众的

创造中汲取创新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

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中国人

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
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１７］Ｐ９３３在实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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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中，毛泽东经常会与基层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

群众进行座谈。 如在五县和井冈山调查时，从各

县中级干部那里了解情况；在寻乌调查中，与中下

级干部、穷秀才、破产商会会长、县政府小官吏等

座谈，“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

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

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

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２３］Ｐ１６毛泽东总结了进行

群众工作的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充分吸收群众的意见，并通过研究将分散的意见

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回到群众之间进行宣传，积极

引导群众广泛开展实践，“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

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将群众在实践中形成意

见进行总结，并在群众中坚持实践下去，“如此无

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１７］Ｐ８９９。 毛泽东强

调，“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

虚心学习，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汲取群

众的智慧，及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

四、开放性：充分吸收运用人类文

明优秀成果

自中华文明起源开始，古人就在认识和解读

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规律。 如上古时期，伏羲

以八卦的变化之道解读宇宙万物运行规律。 再如

古人认识到物质生活与道德观念间的密切联系，
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发展

理念［２４］Ｐ２１３２；认识到经济运行规律，提出“故善者

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

者与之争”的调控思想［２４］Ｐ３２５３；认识到百姓与国家

的关系，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

本思想［２５］Ｐ３６７。 通过对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规律

的总结，古人提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治国理

念，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思想，讲信修睦、与
善人游的处世准则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和价值

理念，创造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形成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 １９１６ 年，尚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给好友

萧子升写信，信中开列出经史子集类书籍 ７７ 种，
并强调“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

此。 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２６］Ｐ３７

毛泽东熟稔传统文化经典，非常重视学习和研究

古代历史，常年阅读《二十四史》并加以批注，对经

典篇章更是熟稔，如“实事求是”一词便引用自《汉
书》。 同时，毛泽东还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加强优

秀传统文化学习。 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

出，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
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

的”。［１８］Ｐ５３４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由
于受气候、河流、土地、海洋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

响，形成了各自差异化的风俗、习惯、制度、宗教等

人文地理现象，同时在相互交往交流中推动文明

互鉴，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一定普遍意

义的知识体系和相互关联的学科体系。 如此，借
鉴不同文明的优秀研究成果，对于发展具有中国

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既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

要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早在学生时期，他就阅读了

大量其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在长沙市

一中读书期间曾制订了自修计划，广泛阅读社会

科学类书籍，包括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穆勒的《逻辑学体系》、赫胥黎的

《天演论》、英美法俄历史地理类书籍和古代希腊

罗马文艺作品等。 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回顾这段经历

时表示，“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

有价值。” ［２７］Ｐ１３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

中，全面论述了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必要性。 他

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又
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

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
因此中国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

文化食粮的原料”，并指出“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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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够”。［１８］Ｐ７０７ － ７０８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其他民族创

造的文明，毛泽东强调要用辩证的眼光看。 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代“创造了灿

烂的古代文化”，强调“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

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

信心的必要条件” ［１７］Ｐ７０７。 毛泽东认为，要尊重中

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

位”，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 比如，他高度评价孔

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荀子主

张的人定胜天等思想，肯定屈原批判君恶、司马迁

颂扬反抗的行为，同时也对封建时期等级思想、愚
民思想进行了批评。 对于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文

化，毛泽东反对单纯的排外主义，而是强调学习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
科学、 技 术、 文 学、 艺 术 的 一 切 真 正 好 的 东

西”。［７］Ｐ４１毛泽东学习外国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中国

人要“机械搬用”外国的做法办法，而是“以自己的

东西为主”，认识和规避他们的短处和缺点，学习

和吸收他们的长处和优势。 如对苏联教材，
毛泽东指出“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

学。 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

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 ［７］Ｐ２４７

他举例说，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运行效率高，“这
些都应当有原则的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

的工作”，同时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

和思想作风， 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７］Ｐ４３

毛泽东提倡展开学术争鸣，鼓励在不同意见间开

展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并指出 “如果国内对此

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

以禁止。 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７］Ｐ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

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

哲学 社 会 科 学 的 国 家 也 不 可 能 走 在 世 界 前

列。” ［１］Ｐ２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并

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出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解决中国实

际问题的目的，充分吸收运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系统性阐明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包含的科学

性、实践性、开放性的“中国特色”。 新时代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就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不竭源泉和

强大动力；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在研究

回答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深刻阐发中

国理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回答中

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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