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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必须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矛盾理论与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相融合。如果从学理上来讨论和把握矛盾，而不是拘泥

于日常生活中遇到且作流行语使用的矛盾，那么，我们只考察两类矛盾：事物的

矛盾和意识的矛盾。其中事物的矛盾是能动的对立统一，意识的矛盾是辩证的

思维。事物可以看成是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载体或矛盾本身的对象化，事物

也因此而必然处于运动之中。为了把统一中的对立表现出来，内在的矛盾就要

表现为外在的对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有层次区分的。在“矛盾”一词

中可以让“矛”代表矛盾的破坏方面和否定方面，让“盾”代表矛盾的保守方面

和肯定方面。矛盾的演化包括矛盾的转化和进化（或退化）。要解决矛盾，如果

不是要求“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就是要消除旧矛盾，产生新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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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中讲到关

于矛盾的哲学时，采用的都是毛泽东同志的

《矛盾论》中的观点。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

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矛盾的理论，却有不少涉及

矛盾的论述，这些论述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并没

有完全被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概括，甚至

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一些差别。鉴于此，有必要

整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矛盾理论并将其与

《矛盾论》进行融合，以形成较为完整的马克思

主义矛盾论。

　　一、矛盾的概念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一些关

于矛盾的哲学问题，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

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

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但

是，他并没有给矛盾下一个定义，而仅仅提到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

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１］２９９。这表明，在毛泽

东同志看来，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不过这个矛盾

还是事物的矛盾，并没有囊括所有的矛盾。

例如，恩格斯曾经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

“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

入的矛盾”［２］５７。这里的矛盾就不能理解为对

立统一，而要把它理解为不能都成立但又被认

为都成立的一对关系。这个矛盾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这个世界既存在物质，也存在意识，而

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恩格斯指出：“所谓的

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

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

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

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

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

的生活。”［３］因此，如果存在事物的矛盾，那也

就存在意识的矛盾———对事物的矛盾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

“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

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

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２］５３４－５３５

但是，由于意识对物质的反映存在正确与错误

之分，因此，意识的矛盾也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区

分：如果意识对物质的反映是正确的，那么意识

的矛盾同样是对立统一的；如果意识对物质的

反映是不正确的，那么意识的矛盾就无法成立，

自然也谈不上对立统一了。

马克思曾经写道：“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

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

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

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

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２］１８２从这里我们可以

看出，矛盾的核心是矛盾双方的对立，但这种对

立处于运动或变化之中，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

和能动关系。由于这种对立又被看成是“统一

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

互相关联着”［１］３００，因而这种特殊的对立关系，

又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

除上述矛盾外，马克思还提到，“社会的物

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

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

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

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

梏”［４］５９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就构成对立

统一的矛盾。但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矛

盾”，只能理解为对立和冲突，而不能理解为对

立统一。

由此，如果从本质上来把握矛盾，而不是拘

泥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或所说的矛盾，那么，我

们只考察两类矛盾：事物的矛盾和意识的矛盾。

其中事物的矛盾是能动的对立统一，其运动规

律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客观辩证

法；意识的矛盾是辩证的思维，是对事物的矛盾

的正确反映，其运动规律表现为主观辩证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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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辩证法也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二、矛盾的产生

　　毛泽东同志曾经认为，“差异就是矛盾。

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

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１］３０７。由上面关于

矛盾的定义和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

同志的“差异就是矛盾”的论断需要作深入的

理解。差异是矛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差异

并不必然产生矛盾。泰山与青海湖存在差异，

但它们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在劳资两阶级

刚产生的时候，阶级关系还不纯粹，除这两个阶

级外，还有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他们之

间都存在差异，但我们却很少谈工人阶级与地

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因为工人与地主之间

虽然存在差异，但他们之间缺乏内在的阶级联

系和能动关系。工人阶级也会与地主阶级之间

发生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所依据的矛盾则是由

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农民阶级与地主

阶级的矛盾所决定的，从而工人阶级才会参与

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地主势力，才会与农民

阶级联盟反对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地主阶级。显

然，劳资之间有矛盾，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差

异，而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内在的阶级联系和能

动关系。

另一方面，差异可以发展为矛盾。马克思

在谈到商品交换中发展出与商品对立的货币时

就曾指出，“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

即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

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含着（潜

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

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

交换价值又抛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

切联系，———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

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５］４４－４５。

恩格斯指出，“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

在不断变化，它本身含有‘不变’和‘变’的对

立，这就是矛盾”［３］３５６。恩格斯还指出，“运动本

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

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

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

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

正好就是运动”［３］１２７。毛泽东同志也说过：“矛

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

想。”［１］３１９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

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

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

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

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

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

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

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

一”［６］１２４－１２５。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就是这

样的椭圆。马克思还曾指出，“这种矛盾只有

通过矛盾本身的对象化才能解决，即只有使商

品成为双重的东西才行：一方面处于自己自然

的直接形式中，另一方面处于作为货币的间接

形式中”［５］６３。恩格斯也指出，“生命也是存在

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

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

就到来”［３］１２７。

由此，我们又可以把事物看成是矛盾借以

实现和解决的载体或矛盾本身的对象化。这种

对象化也表明矛盾统一于事物之中，存在于统

一物中，从而事物的矛盾不仅是对立，而且是统

一，这就是对立统一。另外，由于事物是矛盾的

对象化，事物就必然会因为矛盾的作用而处于

运动之中，从而才可以得出“没有不运动的物

质和没有无物质的运动”的结论。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矛盾的事物不仅是可

能的，而且是存在的。列宁曾经批评民粹主义

者以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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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不等于不可能。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

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

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

规律。”［７］

当然，仅仅知道对立统一，并不能明了矛盾

产生的原因。在数学上画个椭圆是看不出形成

这个椭圆的矛盾产生的原因的。只有了解了万

有引力之后，我们才能把握行星运行的椭圆轨

道。同样地，商品交换过程的矛盾的产生要用

私有制来说明，而不能简单地用对立统一来说

明。恩格斯曾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

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

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

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

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

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

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

了”［８］。现代物理学想给宇宙及其矛盾找一个

起源，这个做法是以“宇宙必然有起源”这个假

设为前提的。但是，这个假设未必成立。这就

好比，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小的正数，却给不出

最小的正数；我们可以不断探索产生某一事物

的另一事物，探索形成新矛盾的旧矛盾，但无法

穷尽矛盾和事物的生成过程。

意识的矛盾即辩证思维，产生于人们对事

物的矛盾的认识。事实上，“人们远在知道什

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

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

讲话一样”［３］１５０。但是，获得有关事物的矛盾的

正确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思维的

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

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

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

存在”［３］１２７－１２８就构成这个领域的一个矛盾。事

实上，“处在矛盾中的并通过矛盾来实现的社会

发展的辩证性质，是经常引起分歧的根源”［９］。

马克思也指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

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他们在想象中排除的

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

在想象中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

着的矛盾的宣示，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

不应该存在的”［５］２５８。

要正确反映事物的矛盾，我们必须进行一

些看上去存在矛盾的辩证思维。例如，“高等

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

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

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

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

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

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

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

成果”［６］１２８。

但是，形而上学者无法理解这种辩证思维，

而是“习惯用赤裸裸的直接矛盾来思考：‘是就

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１０］。这

样一来，形而上学者就不得不面临意识上的矛

盾，不得不提出很多的悖论，使自己陷入自相矛

盾的境地。另外，列宁还指出，“在现代农业经

济这样一个各种趋势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相

交织而又互相矛盾的领域里，随时都可以找到

一些实际例子来证实互相对立的观点。这里首

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的，是把

整个过程描绘出来，把所有趋势都考虑到，并且

计算这些趋势的合力，或者说它们的总和，它们

的结果”［１１］２０７。

　　三、矛盾的表现

　　矛盾的首要表现是对立，其次才是对立的

统一。为了把统一中的对立表现出来，内在的

矛盾就要表现为外在的对立。例如，在商品交

换中存在一个来源于商品本身的二重性的矛

盾。“商品是以铁、衣服、小麦等各式各样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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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

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之所以是商品，只因为

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

然而，它们并不能同时发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

作用，即它们不能既作为使用价值被占有者消

费掉，又作为价值承担者被占有者拿去交换其

他的商品。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

这种内部对立，在商品交换中，通过外部对立，

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比如，

在‘２公斤茶叶 ＝１件上衣’这个交换公式中，

茶叶代表对立中的使用价值一方，上衣代表对

立中的价值一方。也就是说，在这里，被买来消

费的是茶叶，茶叶发挥使用价值的职能。而购

买２公斤茶叶付出的代价，是１件上衣。上衣

不是直接用来穿的，而是用来购买茶叶的，１件

上衣在这里表现了２公斤茶叶的价值。如果把

这个等式反过来，即１件上衣＝２公斤茶叶，那

么含义也就大不相同了，上衣就成为代表使用

价值的一方，而茶叶就成为代表价值的一方了。

由于茶叶、上衣和其他商品在代表价值方面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不便分割、不便携

带，尤其是这些商品单个产品的价值量随着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贬值幅度较大，于是对立的

价值一方，即表现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固定在某

种独特的商品上，并由这种独特的商品作为商

品流通的中介，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于是货

币就产生了。这种独特的商品，也就是金，就成

为货币。”［１２］也就是说，商品内在的二重性矛盾

表现为外在的普通商品与货币的对立。

同一个矛盾可以表现为多种对立，而并非

只能表现为一种对立。例如，恩格斯曾经指出，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

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３］２８８。但他又

同时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

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

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３］２９０。

在这里，同一个矛盾就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对立。

而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等价形式的三

个特点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等价形式所蕴含的

矛盾表现为三种对立，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

立、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和私人劳动与

社会劳动的对立［６］７７。

矛盾意味着对立，但对立并不等于对抗，尤

其是不等于激烈的对抗，尽管对立在一定条件

下也可以直接表现为对抗。列宁指出，“对抗

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

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１３］。毛泽东同志也

指出，“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

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

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

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

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

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１］３０７。在毛泽东同志

看来，“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

它的一切形式”［１］３３６。

对抗的消失不意味着对立的消除，不等于

矛盾就可以调和。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

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

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

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

和”［１４］６。这也就是说，国家是阶级矛盾的对象

化产物。这里的“调和”可以看成是消除对立，

矛盾可以缓和而不可以调和，调和就意味着矛

盾的消失，也意味着矛盾之对象化事物的死亡

或消失。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批评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１４］６之

荒谬。有人可能要说，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地

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何国家还要存在。这首

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还存在，并能够从

外部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次是因为，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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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差别还存在，这三大差别导致各个不同的阶

层之间虽然有着联盟的关系，但也存在着矛盾，

存在着消除这些差别的需要，国家存在之必要，

正在于消除这些差别。列宁曾经指出，工农政

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消灭地主和资本家———

这件事情我们差不多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

立一个无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

会”［１５］。苏联忽视了后面这个任务，才导致亡

党亡国。这个亡国不是国家的消亡，而是那里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

矛盾可以缓和，当然也可以激化。矛盾的

激化必然导致冲突的出现。这种冲突可以使旧

矛盾解体、新矛盾产生。例如，蒋介石撕毁停战

协定、挑起内战的后果是旧中国的解体和新中

国的诞生。这种冲突的后果也可能没有脱离旧

矛盾的范畴并使矛盾的激化得到抑制，例如，马

克思曾经指出，“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

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

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

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

发”［１６］２７７。不过，经历过激化的旧矛盾已经不

是原来的旧矛盾而是已经发展了的旧矛盾。例

如，恩格斯曾经写道：“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同它以

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

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

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

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

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

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

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

以法律效力。”［２］３７４

另一方面，矛盾的激化也不需要与之相伴

随的事物的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

“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

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

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

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

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

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

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

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２］５６７－５６８。也正因为

如此，落后国家才有可能率先解决先行国家没

有克服的矛盾，才能够拥有后发优势，实现对先

行国家的赶超，甚至率先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

段，就像俄国和中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样。

因此，矛盾虽然可以缓和或存在缓和的可

能，但为了推动历史的进步，我们有时未必要缓

和矛盾，反而可能要激化矛盾。列宁就曾经质

问，“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

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

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

题”［１１］４２２。当然，事物发展的必然矛盾也不是

可以由人为随便缓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

争霸矛盾及其尖锐化所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不是人为可以缓和或阻止的，这时的问题只

在于要不要利用这一矛盾的激化，实现“变帝

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在西欧放弃了努力，而

列宁在俄国取得了成功。列宁也非常擅长利用

矛盾。他曾指出，“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帝国

主义的一个矛盾，这就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

盾；另一个矛盾是美国和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的矛盾”［１７］。

事物的矛盾必然在意识上有所反映。列宁

曾经指出，“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

并不是偶然的，而是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多年俄国

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１８］。事物的

矛盾在意识上的反映还使得理论具有论战性。

例如，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体系’所以带有

‘论战性’，并不是因为它‘有偏向’，而是因为

它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因

·６·



余斌：论矛盾的哲学

此，如果不领会‘马克思体系’的‘论战性’，那

么现在和将来都不能领会‘马克思体系’，因为

这个体系的‘论战性’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论

战性’的确切反映”［１９］。

　　四、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

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

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

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

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１］３３６。但是，这里所讲的

“矛盾的普遍性”应是最高级别的普遍性。毛

泽东同志还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

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

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

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

则变为普遍性”［１］３１８。这里所说的在另一场合

会成为特殊性的普遍性就不是最高级别的普遍

性。因此，矛盾的普遍性是分层次的。同时，矛

盾的特殊性也是分层次的，在另一场合会成为

普遍性的特殊性矛盾就高于该场合的特殊性

矛盾。

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事物，每个不同

的事物的矛盾也有所不同，即具有特殊性。因

而矛盾的特殊性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物

理学试图将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引力、电磁

力、强力、弱力）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宇宙起源

于一场大爆炸而大爆炸的核心是无差别的，这

样一来，就消除了矛盾特殊性的普遍存在。我

们认为，这种努力会像构建“地心说模型”的努

力一样最终无法成功，因为它的基本假设是

（至少在起源上）只有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矛

盾的特殊性，故而这个假设并不比流行了千年

以上的托勒密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假设

更靠谱。

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

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普遍性矛盾之下必然会有

多个特殊性矛盾，否则普遍性矛盾的“普遍”从

何而来？例如，列宁曾经指出，“无限制扩大生

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

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

不能存在和发展”［２０］。这样一来，在同一个普

遍性矛盾即同一个事物之下的多个特殊性矛盾

中就有可能存在着在时间和空间上并存的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划分。毛泽东同志指出，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

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

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

展”［１］３２０。例如，１９３７年中国社会的矛盾中同

时存在着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和中国人

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间的民族矛盾，其中前者

是次要矛盾，后者是主要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次要矛盾，就要首先

解决主要矛盾。列宁就曾指出，“在我国，‘文

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

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

义的矛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

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

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

争的条件”［２１］。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在某个局

部，次要矛盾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例如，在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搞“皖南事变”，就

使得皖南地区这个局部的阶级矛盾一度成为主

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通过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平和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使得国

家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解决民族矛盾这个主要

矛盾上。这也提醒我们，在重点关注主要矛盾

的同时，不能忽视次要矛盾。中国抗战胜利后，

阶级矛盾又重新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政府撕

毁“双十协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也不再平和地

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

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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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也会由于次要矛盾的存在而更加

尖锐。列宁曾经指出，“马其顿的地主（所谓斯

帕吉）是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农民则是斯拉

夫人，基督教徒。因此，阶级矛盾由于宗教矛盾

和民族矛盾而更加尖锐”［２２］。在普法战争期

间，马克思也曾指出，“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

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

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

胜利”［２３］。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某

些高官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也是

一个例证。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划分既像上面所分

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样具有客观性，有

时也具有主观性，这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取舍。

例如，日常用水时水的物理性质是主要矛盾，化

学性质是次要矛盾，人们更在乎水是处于冰、

水、汽的哪个物理形态中。但是，在电解水制取

氢气时，水的化学性质是主要矛盾，物理性质是

次要矛盾。在这里，水的哪种性质是主要矛盾，

取决于人们对于水的不同特殊性矛盾的主观

需要。

同时，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

关系中，也可能存在着由于在时间上或空间上

没有并存因而就没有主次之分的不同的特殊矛

盾。例如，１９７０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

会主义是不同的，存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之分，而１９８０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２０１８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是不同的，存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进入

与已进入“新时代”的差别。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

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

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

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

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

或特殊的根据”［１］３０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

殊性矛盾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矛盾而不

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矛盾，所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进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生产的社会

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而是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

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在新时代中

国的具有特殊性的表现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

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殊性矛

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要牢牢盯着科学社

会主义这个普遍性矛盾，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马克思曾经提到经济规律与一切以表面现

象为根据的经验之间的矛盾，这是事物矛盾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意识上的反映。

规律对应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经验对应的是矛

盾的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规律去

说明经验。对此，马克思指出，“应当时刻记

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

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

明这种现象”［５］３１８。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

经验去“检验”或否定规律。这是因为，“如果

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

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１６］９２５。马克

思指出，要解决规律与经验之间的“这个表面

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

角度来看，要了解０／０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

需要很多中项一样”［６］３５５。而揭示这些中项也

是科学研究的任务。

　　五、矛盾的两个方面

　　“矛盾”一词是由“矛”和“盾”两个字构成

的。对立的矛和盾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其

中“矛”具有攻击性，起破坏作用，代表矛盾的

破坏方面和否定方面；而“盾”具有防护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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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作用，代表矛盾的保守方面和肯定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提到了矛盾

的这两个方面：“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

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

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

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

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

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

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

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对立内，

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

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

灭对立的行动。”［２］２６０－２６１在当前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从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来

看，公有制是盾，私有制是矛，公有制要维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是肯定

的方面；而私有制则要实行和平演变，走资本主

义道路，是否定的方面。而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看，生产力

是矛，生产关系是盾，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生产

关系以适应乃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今天中国有经济学家提出，要保存市场经

济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而蒲鲁东则

早就提出，保存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

的方面。对此，马克思有针对性地予以反驳：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

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

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

运动。”［２］６０５

毛泽东同志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

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主要

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

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

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

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

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

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１］３２２－３２３。就地球

绕太阳旋转来说，在近日点是对太阳的离开方

面大于落向方面，地球开始离太阳越来越远；而

到了远日点则是对太阳的落向方面大于离开方

面，地球开始离太阳越来越近。这种互易其位

的转换，是由于随着地球从远日点向太阳靠近，

引力作用的结果加快了地球的速度，导致离心

力的增加。这种增加在近日点实现了矛盾两个

方面的转换，使离开方面替代落向方面成为矛

盾的主要方面。而引力作用的持续发挥，使得

地球离开太阳的速度逐渐减小，离心力下降，在

远日点实现了矛盾两个方面的新的转换，使落

向方面替代离开方面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

而形成了地球年复一年地绕太阳旋转。这种转

换还谈不上“事物的性质随着起了变化”，因为

椭圆轨道本身没有变化，这种转换反而是维持

事物所必须的运动。只有这些互相转换受到阻

碍或被破坏时，事物的性质才会起变化。例如，

太阳死亡的时候会急剧膨胀，成为“红超巨

星”，进而吞没地球，届时椭圆轨道就会发生彻

底的变化。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一回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公

有制和按劳分配。毛泽东同志指出，“取得支

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

质也就随着起变化”［１］３２３。因此，一旦公有制和

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发生动摇，成了社会矛盾

的次要方面，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发生

性质的改变，就会成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公

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２４］的原则。显然，在

这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能随便与其次要方

面发生地位上的转换的。相反地，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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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

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

力，加强公有制经济”［２５］。也就是说，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为了加强而

不是削弱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句成语叫“相反

相成”，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就是说相反的东西

有同一性［１］３３３。其实，除说明二者有同一性外，

相反相成还意味着彼此互相加强。因此，不能

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关系只

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互相转换或转化的关系，

而忽视它们相互加强的可能。有退有进，以退

为进，进退有据，曲折前进。这正是为什么我们

今天还要支持和引导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原因。

　　六、矛盾的演化

　　矛盾的演化包括矛盾的转化和进化（或退

化）。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没有新的事物出现，

这种转化主要表现为旧事物的运动；矛盾的进

化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矛盾的退化则表明已

经消失了的旧事物又死灰复燃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形而上学家认为，“一种

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

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１］３０１。形而上学

家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也是有现

实的背景的。事实上，只有一种事物反复地产

生为同样的事物，我们才能给这个事物一个认

定。试想，如果我们种下一个绿豆种子，结果它

结出的是小麦种子，再一次种下后结出的是玉

米的种子或者直接转化成了石头，那么我们会

认为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毛泽东同志还指出，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

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

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

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

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

下”［１］３３１。显然，只有一种事物能够反复地产生

为同样的事物，矛盾的同一性才是可能的，矛盾

的能动的内在联系才是存在的。

一种事物反复产生为同样的事物，同样是

矛盾的转化。例如，小麦的生长发育所经历的

种子萌发、出苗、生根、长叶、拔节、孕穗、抽穗、

开花、结实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矛盾的转化，都是

对上一个阶段的否定。在经历这一系列的否定

之否定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事物的反复出

现。当然，这并不是说小麦永远不会发展成为

其他的东西。事实上，小麦本身也是进化的产

物，是由其他事物变化来的，只不过这个变化的

过程比较漫长，才被一些形而上学家认为“永

远”不会变化。

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矛盾的转化

看成是矛盾的量变，把矛盾的进化看成是矛盾

的质变，尽管在矛盾的量变内部（例如小麦在

生长过程中）的变化又可以细分量变与质变。

矛盾的进化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矛盾转

化所引起的量变遇到了界限。例如，原始公社

的产品的生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

剩余，而对这些剩余的处置则引起了交换，从而

产品生产开始向商品生产进化。再比如，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

而导致生产过剩日益严重，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要从资本主义进化到

社会主义。

矛盾的转化是始终存在和发生着的，而矛

盾的进化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才

可以发生。与动植物漫长的进化过程相比，社

会矛盾的进化尤其是现代社会矛盾的进化要快

速得多。那种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而不再进化的

观点———“历史终结论”，很快就被现实的发展

否定了。

毛泽东同志认为，“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

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１］３３０。但是，虽然矛盾

的进化必然意味着对原矛盾的否定，但并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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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向它们的反面转化。这是因为，这个反面

未必是新生事物，而矛盾的进化是要产生新生

事物的。因此，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在强调

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否定或者说扬弃它们

的方面转化。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一切过程

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

物”［１］３３２。同样地，这种对立物可以是前进的对

立物，也可以是后退的对立物。例如，资本主义

的对立物有封建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而我们所

希望的转化是进化为前进的对立物，但不排除

出现向旧事物复辟、退化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

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

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

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

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

的第二位的原因”［１］３０１。既然事物是矛盾的存

在形式，那么当矛盾发展变化之后，它的存在形

式即事物自然也会有所发展变化。矛盾本身的

变化既有可能是矛盾自身运动的结果，比如从

商品中发展出货币，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力

量对矛盾的改变，比如转基因技术改变了植物

内部的矛盾，从而产生了与传统植物不同的转

基因植物。这也表明，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

“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

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

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１］３０２

的观点只适用于机械的外部作用，而不适用于

转基因这样的外部作用。转基因技术不能把一

种植物的内在矛盾变成钢铁的内部矛盾，仍然

要基于植物的内因来起作用。

　　七、矛盾的解决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

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

解决；人民大众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用民主

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

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１］３１１。我

们在前面提到，事物本身就是解决矛盾的形式。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矛盾的解决，不

是要求“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

而是要消除矛盾，或者严格地说，是要消除旧矛

盾，产生新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质的矛盾并不排除可

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解决我们所遇到的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

建制度之间的矛盾、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

矛盾时，加强党的领导，使党领导一切，就是我

们所采用的克敌制胜的方法之一。毕竟不同质

的矛盾，只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但还存在超越

这些特殊性的普遍性，从而也存在普遍适用的

方法。我们既不能只讲特殊方法排斥普遍方

法，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也不能只用普遍方法而

无视特殊方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只有把普

遍方法与特殊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才能解决我

们所面临的问题。

矛盾的解决要求消除产生矛盾的原因。马

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

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

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

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

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

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２］５３５。恩格斯还指

出，“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

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

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

桎梏”［２６］。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要解决矛盾，消除其

产生的原因，首先要正确地找出矛盾产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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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否则是无法解决矛盾的。马克思曾指出，

“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

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和

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

（尽管可以用较高级的货币形式来避免较低级

的货币形式所具有的困难），同样，只要交换价

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

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

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５］４３。

由于事物是矛盾本身的对象化，因此，现实

中的矛盾是不可以在意识中解决的。列宁曾指

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发

展，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

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而决不

是用感伤的词句所能抹杀的”［７］１３０。对此，马克

思也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

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２］１１。

矛盾的进化是解决或消除旧矛盾的常用方

式。对此，恩格斯曾经写道：“因为我们这里考

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

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

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

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

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

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

要展开说明，等等。”［４］６０４马克思也指出，“一种

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

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６］５６２。列宁

也同样认识到，“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

盾就愈容易”［７］１４，从而指出，“我们并不把希望

寄托在制止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上，而是寄托

在充分扩大这种矛盾上”［２７］。只有充分发展和

激化矛盾，矛盾的进化才是可能的或容易发

生的。

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很多问

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人提出，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但是，一方面，

列宁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

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２８］；

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志在视察第１３集团军时提

出，“主动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从一切不合时

宜的思维定式、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

来，防止穿新鞋走老路”［２９］。显然，对于改革中

出现的问题即产生的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矛盾，我们不能像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

矛盾那样用任其发展的方式来摆脱它，而是要

消除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改变那些在新时代

的条件下已经不合时宜的旧改革的思维定式和

做法。我们既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使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放大了，又

要避免正确的做法由于没有与时俱进而转化成

为错误的做法。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社会主义农

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上提出“两个飞跃”［２５］３５５

而不是只谈“一个飞跃”，就是怕一些人缺乏辩

证思维，一条道走到黑，进而葬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如今“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二

个飞跃迟迟没有替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

的责任制”这第一个飞跃，正是当前全面深化

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有些矛盾可以在有限的进化中得到解决，

如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解决了封建

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有些矛盾

需要在无限的进化或者说在前进中才能得到解

决，如前面提到的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

这种认识能力在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之间的

矛盾就“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

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

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３］１２８。

对于形而上学者由于缺乏辩证思维而产生

的意识上的矛盾，我们决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

样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

拯救出来”［６］３５６，而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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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

系”［７］２１，也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解决意识上的矛盾。

参考文献：

［１］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

［２］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７０．

［４］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７］　列宁．列宁全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１５１．

［８］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４３－５４４．

［９］　列宁．列宁全集：第２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９：６４．

［１０］列宁．列宁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１７７．

［１１］列宁．列宁全集：第２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１２］余斌．４５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升级版）

［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６－２７．

［１３］列宁．列宁全集：第６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２８１－２８２．

［１４］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１５］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２０－２１．

［１６］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１７］列宁．列宁全集：第４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６９．

［１８］列宁．列宁全集：第１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８：１８５．

［１９］列宁．列宁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７０－７１．

［２０］列宁．列宁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４２．

［２１］列宁．列宁全集：第１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１２４．

［２２］列宁．列宁全集：第２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２０５－２０６．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４６．

［２４］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Ｎ］．光明日

报，２０１５－１１－２５（０１）．

［２５］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１４９．

［２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０５－３０６．

［２７］列宁．列宁全集：第４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２０６．

［２８］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８２．

［２９］习近平．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

军　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６－０１－０８（０１）．

·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