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界、 大气魄。 正是通过严格的修身自省和思想改造， 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锤炼， 毛泽东同志

把真理力量内化为人格力量， 从而攀登上人格境界的巅峰， 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

神世界。 马克思曾说：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 经验赞

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毫无疑问，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伟大

人格风范，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思想遗

产和景仰不止的高峰。
领袖风范永励后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 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

号， 才能赢得人民赞誉。” 这些年来，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注重发挥优势和特色， 深入开展

毛泽东思想研究， 抓好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实践论》 《矛盾论》 导读” “学习

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等课程教学， 组织学员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 体悟精神之不朽， 明确责

任之所在。 今天， 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 周年之际， 学习和缅怀这位

历史伟人的光辉业绩， 继承与弘扬他的高尚品德， 必将激励我们常学常新、 常修常炼， 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本文作者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 （院） 长〕

向毛泽东同志学习辩证法

曲　 青　 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深刻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科学价值

和指导意义， 强调必须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思想家， 同时是伟大的革命家。 他的著作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而是在领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 对党和人民伟大奋斗所作的经验总结、 所获得的思想结晶。 毛泽东同

志的辩证法思想，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 学习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具有重要意义。
一、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上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过： 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 辩证法、 认识论、 论理

学， 也是一个东西。 如果不懂得辩证法， 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 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

部， 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 《实践论》 《矛盾

论》 等光辉著作中， 《实践论》 是以辩证法为内容论述认识论的， 《矛盾论》 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

阐述辩证法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准确揭示中

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在长期革命战争

中， 毛泽东同志将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军事领域， 写下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游击战

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等重要军事著作， 对军事斗争涉及的方方面面矛盾都作出精辟的辩证

分析， 形成了闪耀军事辩证法光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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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将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国家建设领域， 写出了 《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 等重要著作， 代表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
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

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为我们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制

定重大战略策略提供了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 毛泽东同志将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党的建设， 深刻阐明

了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之间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并从矛盾的同一

性和斗争性、 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出发， 阐明了民主和集中、 党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 为创造性地

解决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

还善于把握战略和策略的辩证关系， 提出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利用矛盾、
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 各个击破”、 掌握 “两点论”、 学会 “弹钢琴” 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 斗

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这些都是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和具体斗争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 对革命和建设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外，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建设提出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方针， 对中国共

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出的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 等等， 无不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邃思考和娴熟运用。
二、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意义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阔历程中， 毛泽东同志对辩证法的创新、 发展、 运用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境界， 堪称人类历史上的辩证法大师。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

范。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面， 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成果的基础

上， 创造性地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对

立统一规律作为根本规律加以系统化。 同时， 创造性发展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 提出共性

与个性关系是矛盾问题精髓的论断， 为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奠定了重要方法论

基础。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思想方面，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以其深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底蕴， 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譬如， 《实践论》 以 “辩证唯物论的

知行统一观”， 继承并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 《矛盾论》 不仅赋予对立统一规律以中国化

的民族形式， 同时也包含了总结和改造传统文化的积极探索和价值取向。 在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方

面，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高度总结， 是认识与实践相结

合、 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思想结晶。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正是以辩证法为武器研

究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发展规律取得的优秀思想成果。
总之， 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是在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革命

和建设实际三个方面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过程中， 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的。 这种融合和结合， 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哲学基础， 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 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不仅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也赋予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以鲜明的民族特色、 时代特征， 这对于唯物辩证法在中

国的传播和普及尤为重要。
三、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承下

去， 并结合新的实际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政治勇气、 高超的政

治智慧、 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党的创新理论中包含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哲学、 用哲学，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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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加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学习好唯物辩证法， 特别是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 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

发制定政策、 推动工作； 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 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
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 学习掌握认

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 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要将 “六个必须坚持” 作为全党的 “共同语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全党的 “共

同语言”，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全党的 “共同语言”， 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内容是全党的 “共同

语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这一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

方法即 “六个必须坚持”， 是全党新的 “共同语言”。 这些 “共同语言” 既具有唯物论的特质， 又

具有辩证法的思想； 既一脉相承， 又与时俱进。 学会了这些 “共同语言”， 我们才能深刻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核心要义、 实践要求， 真正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 推动工作。
要在 “两个结合” 中开创辩证法的新时代。 毛泽东同志说，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必须写出新

的著作、 创造新的理论， 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 “两个结合” 的

重大命题， 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两个结合”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只有坚持 “两个结合”， 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现代的， 才能在新时代学习辩证法、 运用辩证法、 发展辩证法，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

（本文作者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学习继承发扬毛泽东教育思想

怀　 进　 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 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

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精辟深邃， 有力指引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

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更加深刻地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 “两个维

护”，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和理论家， 同时也是一位

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他一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 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具体教育实践相

结合， 创立了毛泽东教育思想， 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的光

辉业绩， 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新时代新征程，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要深入学习继承发扬毛泽东教育思想。
第一，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结晶

在毛泽东同志光辉、 战斗的一生中， 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教育思想， 极大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推动中国教育焕发新生， 有力指引党的教育事业不断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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