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解放思想
”

与世界观的转变

— 谈发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高 清 海

【摘 要】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是邓小平理论 的思想核心和哲学灵

魂
,

有 了这一思想路线
,

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
、

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今天
。

但思想解放并不是一劳永逸 的
,

它的关健是转变思维方式与世界观
。

这种转变

实质上是哲学领域的一次思想解放
。

因为
“

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
”

至今还在沿

用
,

误导着人们 的思想
,

只有彻底摆脱它的束缚和影响
,

转变我们的世界观
,

切

实掌握马克思和邓小平思想 的真实精神
,

才能够全 面发挥
“

邓小平理论
”

的作

用
,

从而走出真正属于我们 自己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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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解放思想
”

的关键在

于转变世界观

党的十一届 三 中全会 重大的历 史贡

献
,

就是确立 了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的

思想路线
。

有 了这条思想路线
,

才可能有

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

才会有我们改革

开放
、

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今天
。

确

立这条思想路线是邓 小平 同志的伟大 功

绩
,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也就是
“

邓小

平理论
”

的思想核心和哲学灵魂
。

在这一

思想路线指引下
,

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
,

但改革的路程还很漫长
,

今

天我们仍然要发扬
“

邓小平理论
”
的哲学

精神
,

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
,

彻底转变世

界观
,

进一步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
。

思想解放不是 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

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
,

并不能保证

第二次
、

第三次思想必然不保守
。

真理标
。

3 4
。

准讨论就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

这次解放就

是从过去那种个人迷信
、

个人专断
、

文化

专制
、

崇拜权威
、

崇拜教条的思想束缚中

解脱出来
.

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变化
。

但历史事实证明
,

我们在经历了
“

真理标

准讨论
” 、

破除
“

两个凡是
”

教条思想的大

解放之后
,

o2 年中每进到一个新阶段
、

遇

到一种新 问题
,

首先 面临的仍然 是
` ’

观

念
”

阻力
,

必须通过
“

总设计师
”

的引导

经历一次
、

再次的解放思想
,

我们的事业

才能有所前进
。

这从走向市场经济
、

实行

股份制经济的种种过程就可以了解
。

所以

关于思想解放如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

这

是一 个牵连到世界观 和思维方式 的大 问

题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

思想解放按本性来说是 一种 自我 解

放
。

因为思想的问题是一个内在于心灵中

的问题
,

既不能靠强制命令
、

也不能由别

人代替解决
,

它只能是 自己解脱自己
。

思

想解放的本意
,

也就是要开动一切人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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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
”

与世界观的转变
-

一 谈发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脑
,

发挥每一个人的主动创造精神
,

这是

我们
“
开创人类未来

”

伟大事业的时代需

要
。

现在
,

解放思想的路线和方针已经有

了
,

剩下来的就看我们 自己如何对待我们

自己思想的问题了
。

所谓解放思想
,

就是要甩掉和破除障

碍我们前进的那一切无所作为
、

陈旧过时

的思想包袱和精神枷锁
,

诸如狭隘局限的

经验主义
、

固步自封的教条主义
、

因循守

旧的思维定式
、

脱离实际的主观偏见等等
,

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生活
,

以

开拓进取
、

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对待各种

新情况和新问题
。

思想解放问题说起来容易
,

实地做起

来是相 当不易的
。

想想我们当初是怎样走

出
“

十年动 乱
”
的 困境

,

摆脱
”

两 个凡

是
”

的思想枷锁
,

以及后来又是怎样闯过

一道道思想理论关 口的
,

就会理解思想解

放之难
。

思想解放不仅需要超常的
“

胆
” ,

还需要超常的
“

识
” 。

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

那种
’ `

不怕二次被打倒
”

的超常勇气
,

没

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精神的深刻洞

见和领悟
,

这一切转变都是不可想象的
。

“
胆

”
的问题是对待利害关系的态度问

题
,

这点虽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

却是 人

们容易理解的
。

思想解放不只是个态度
,

在

根本上还属于世界观转变
、

哲学思维方式

变革的问题
,

这点就不是 人人都能理解
,

然

而却又是至为重要的关键问题
。

我们要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

就必须而且 只能从世界

观人手
。

思想解放要解决的
,

主要是僵化的头

脑与变革的现实的矛盾
。

头脑僵化多半是

由于
“

迷信
”

造成的
,

头脑一旦陷人迷信
,

思维就被禁锢起来
,

难 以再跟随现实的变

化而前进
。

谈到迷信
,

不要以为只有信奉

鬼神才叫迷信
。

迷信的本质是放弃 自我能

动的主宰权
,

自己不动脑筋去思考和辨析
,

甘心盲从某种外在权威的支配
。

迷信作为

思维盲从的表现
,

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它

的对 象
,

诸如迷信感官
、

迷信经验
、

迷信

书本
、

迷信概念
、

迷信原则
、

迷信古人
、

迷

信洋人
,

乃至迷信权威
、

迷信天才
、

迷信

科学
、

迷信自我
、

迷信客观
、

迷信规律等

等
。

有了迷信
,

思想走向绝对化
,

就会陷

人僵化
,

不再可能发挥 自我思维的创造性
.

所以通 常总是 并提
“

破 除迷信一解放 思

想
” ,

这是很有道理的
。

迷信作为
“

绝对化
”
的思维

,

这就是

一种世界观
,

就是
“

传统哲学
”

惯常的思

维方式
。

以往传统哲学反映人在自然经济

条件下
“

靠天吃饭
”

的不发达状态
,

只能

以非 人的方式理解人
、

超现实的方式理解

现实世界
,

他们总是仰赖外在权威
、

相信

本质前定
,

把追求终极存在
、

永恒正义
、

绝

对真理作为自己的宗旨
,

时时
、

事事以权

威的话语 为准
,

经常为了抽象原则而牺牲

真实生活
。

传统哲学是先验理性主义哲学
·

它的任务就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先验准

则
,

所以这种理论天生具有准宗教性质
,

本

质上就是教条主义的
。

按照通常的认识
,

对
“

教条主义
”
我

们只看作一种理论态度
、

一种思想作风
,

而

不把它理解为一种世界观
、

一种哲学思维

方式
。

实际说来
,

教条主义所体现的正是

先验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
,

也就是传统哲

学的世界观
。

以教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

对待理论
,

不但会使理论脱离生活
、

陷人

僵化
,

还会根本改变理论 自身的性质乃至

内容
。

这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尤其如此

马克思所 以能够把
“

社会主义
”

由空想学

说变成科学理论
,

正是 由于彻底否定了他

们从抽象的永恒正义
、

道德理想
、

绝对真

理 出发去想象现实生活的那个传统哲学原

则
,

创立了
’ `

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

界
”
的崭新哲学原则才可能实现的

。

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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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世界观变革的结果
,

如果我们不经

历世界观的转变
,

仍然运用传统理性主义

的思维逻辑去看待
,

那么
,

我们就不但理

解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真谛
,

还会

通过我们之手再把它从
“

科学理论
”

倒退

回
`
空想学说

”
中去

。

回想 20 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
,

我们怎么会把马克思植根于生活土壤的科

学理论
,

变成同现实生活直接对立的抽象

公式和
“

虚幻 目标
” ,

以致 使我们背上沉重

的精神枷锁
,

过了几十年的梦幻生活 ? 原

来
,

这个理论早在前苏联就由于他们按照

传统思维模式的理解
,

已经变成超越时空

界闭
、

脱离现实生活
、

与既往的
“

空想理

论没有根本区别的
“

先验理性原则
” 。

我们

在
“

全面向苏联学习
”

中
,

按照 〔前 ) 苏

联的模式建设
“

社会主 义
” ,

当然不能不把

我们的生活引进死胡同
。

我们背负的精神

枷锁
,

实质就是个人迷信
、

权威崇拜
、

本

质前定
、

先验原则的传统世界观的包袱
。

现在
,

(前 ) 苏联 已经垮 台了
.

我们没

有垮
,

不但没有垮
,

社会主义的 日子还越

来越兴旺
,

这是为什么 ?
“

真理标准
”
问题

本来是个哲学理论问题
,

关于它的讨论能

够对我国 的历 史转变发生那 样巨 大的 作

用
,

这 又是 为什么 ?

说到底
,

就是因为我们总结
“

文化大

革命
”
的历史教训

,

及时地实现 了
“

世界

观
”
的根本转变

,

这样才使
“
社会主义

”

在

我们的土地上得 以扎根生长
。

这就是
`’

真

理标准
”

讨论和确立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

是
”

思想路线的真实意义所在
。

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 根

本的问题是必须彻底
“

转变世界观
” ,

这是

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前途命运
,

关

系着能否真正发扬
“

邓小平理论
”
思想精

神的关键
。

这就是我们应该首先确立的认

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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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今天尤其需要在哲学理

论 自身
“

解放思想
”

传统思维逻辑已 经支配人们几千年
.

尤其在像俄罗斯和我国有着长期封建统治

历史的国家
,

这种观念可以说已经透人骨

髓
、

融进血液
、

变成了人们的本能思维
,

要

转变这样的观念
,

谈何容易 ! 要做到这一

点
,

不能不花费很大的力气
,

经历漫长的

时期
,

它决不是 可以一墩而就的
。

不转变传统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

我们

会把马克思的
“

社会主义
”
从科学学说倒

退回空想理论
; 同样地

,

从这种习惯思维

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 变革了的哲学理论
,

必然使它失去其真髓
-

— 特有思维逻辑
.

变成与旧哲学没有原则区别的东西
,

虽然

许多词句可能是保留马克思的
。

其实
,

这

两个方面是不可能分开的
,

它们总是连理

而生
、

同时共在
、

“

配合成套
”
的

, “

先验

理性主义
”

的哲学实际就是
“

计划一命令

一社会主义
”

模式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
_

以 往 我 们 实 践 的
“ `

社 会 主 义
”

是

(前 ) 苏联模式
,

我们奉行的
“

马克思主义

哲学
”

同样是从 (前 ) 苏联直接引进的
,

这

种哲学的标准模式就是 《哲学教科书》
。

无

论在 (前 ) 苏联或在我国
, “

教科书哲学
”

一向被视为
“

准经典
”

性质的权威理论
,

人

们都是以它为准绳去理解和学 习
“

马克思

主义哲学
”
的

。

这种理论引进之后
.

在我

国虽然内容也有某些变化
,

基本的体系结

构
,

特别是它所体现的基本思维逻辑和哲

学精神
,

都是前苏联学者在 30 ~ 4 0 年代依

据他们的认识水平
、

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

治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
,

也就是说
,

它是

属于业已走样变型
“

苏联模式
”

的
“

马克

思主义哲学
” 。

这就是为什么以
“

马克思主

义
”
为名的哲学教科书

,

我们读起来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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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回到 17 ~ 18 世纪之感觉
; 以这种理论

去教育人们往往不但难 以推动人们的思想

解放
、

思维创新
,

反而使人越来越失去独

立思考精神
,

越来越养成
“

引经据典
,

照

本宣科
” 的习性

; 以往许多年我们全 民学

习唯物论
、

学 习辩证法
,

结果唯物论和辩

证法不见增多
,

唯心论思想却越来越横行
、

形而上学观点反而越猖撅的根本原因
。

20 年前
“

真理标 准讨论
”
发挥的解放

思想作用
,

其中就包括使我们的思想从这

种 已被变成先验理性原则 的
“

教科书哲

学
”
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的内容

。

那时由于

我们把它
“

悬置
”

在一旁
,

摆脱了它的控

制
、

中止 了它 的支配
,

这 才解 放 了
“

实

践
”
的手脚

,

出现改革开放局面
, “

邓小平

理论
”

也才能够发挥全面地指导作用
。

也

是 因为如此
,

一段时间出现 了理论空白
,

我

们才需要去
“

摸着石头过河
” 。

我们应该承认
, “

真理标准讨论
”

在当

时发挥的主要是哲学在政治方面的作用
,

我们通过讨论破除了个人迷信的权威崇

拜
、 “

两个凡是
”
的先验原则

,

使我们能够

回到人间世界面对现实生活
。

而就哲学理

论本身来说
,

却并未得到认真地清理
。

原

来从 (前 ) 苏联引进的那套理论只是被冷

落了一时
,

过后不久便又以基本原貌形式

恢复了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 ’

准权威
”

的

地位
,

直至今 日
,

我们在大学课堂里用来

教育学生
、

在政治交往场合用作话语方式

的仍然是这种哲学
,

不过它对人们现实活

动的实践领域和生活领域基本上不发生影

响
,

支配这些领域 的已 属完 全另种的哲

学
。

①

总结改革开放 以来的历史
,

可以说
,

我

国 2 0 年的发展也就是逐渐解脱
“

苏联模

式
”

的束缚和影响
,

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

出发
,

开拓和创造我国未来发展的新的实

践和理论的发展过程
。

所谓
` ’

解放思想
” ,

对我们来说
,

主要也就是从支配我们思想

多年 的
“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 义观念
”

和
“

苏联模式的哲学观念
”

中解放出来的问

题
。

而在二者之中
,

应该说
,

解脱
“

苏联

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
”
虽也经历了艰难和

曲折的过程
,

这方面的进展是迅速的
、

成

就是巨大的
,

我们毕竟已从计划经济体制

走向了市场经济
,

顺利实现了与世界经济

的接轨
,

不仅如此
,

我们还创造出了
“

建

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

论
” ;
谈到

“

苏联模式的哲学观念
” ,

情况

就不同 了
,

这方面不能不说远远落在了实

践发展的后面
。

“

世界观问题
”

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

然而在人们的观念里
,

经济问题常被看作
“
硬任务

,

知道应该狠抓不放
;
世界观问题

则往往视为
“

软
”

任务
,

似乎可以不必认

真对待
。 “

教科书哲学
”

就是这样作为
“

无

害的神像
”
而被保留下来的

。

人们忽略了
.

实 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无害 的神像
,

只要
“

菩萨
”

存在
, “

迷信
”

的人们就有了安身

立命之地
。

我们认真想想就会明白
, “

改革

开放
”

思想阻力的根子正是深扎在这里的
:

那些否定市场经济
、

反对股份制
、

低毁改

革成就的人们所依据的
“

理论根据
” ,

归根

结底都是来 自这个
“

教科书哲学
” ;
我们的

许多改革措施拿到实践中去总要走样
、

变

质
,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由于这个哲学观念

做梗的缘故
。

可以说
,

这是
“

思想解放
”
的

一个顽固
“

堡垒
” 。

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奇怪
,

因为这个理

论原本就是 为维护
“

计划一命令一社会主

义
”

的制度而形成的
。

那时我们动员全民

学习它
,

用以维持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
,

今天我们 已经走 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人们学习的却仍然还是同样的一些哲学老

话
,

单就这点来说
,

也不能不使人们的思

想陷人现实矛盾之中
。

我们怎能设想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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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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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同样的哲学理论既能为计划经济的社会

主义服务得很好
,

又可以不加改变地用来

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再想想
,

我们至今 还在用 这个理论教 育
- -

一
` ’

误

导
”

我们跨世纪的未来青年 人
,

这一问题

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和重视了
。

我们始终没有分清两种情况
。

现在 以
“
马克思主义

”

为名的教科书哲学
,

并不是

马克思手订的
,

而是 (前 ) 苏联学者主要

依据斯大林写于 19 38 年的
“

论辩证唯物主
’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的体系制订的

,

它并

不完全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
如果再考

虑到当时的思 想水平
,

特别是 当时
“

政

治
”

斗争的需要情况
,

那么
,

对于它所运

用的思维逻辑
、

体现的哲学精神与马克思

的思想不相符合
,

甚至直接抵悟 的这种情

况
,

就不会感到奇怪 了
。

所以否定这种沐

系的哲学决不意味否定马克思
,

事情恰恰

相反
,

只有否定了这种业已扭曲的理论
,

我

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

真精神
。

我认为现在 已经是时候了
,

今天解放

思想的任务 已经深人到哲学理论 自身
,

只

有彻底摆脱
“

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
”

的束

缚和影响
,

根本转变我们 的世界观
,

我们

的改革事业才能得到顶利发展
,

不致刚刚

走出
“

苏联模式
”

又被套进
“
西方模式

” .

,.

邓小平理论
”
的指导作用也才能够全面地

发挥
,

从而走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特

色的发展道路
。

这就是我们应该得出的进

一步认识
。

三
、

转变世界观与发挥
“

邓

小平理论
”

的哲学精神

“

邓小平理论
”

有没有哲学 ?

从
“

教科书哲学
”

的体系出发
,

是不

大可能承认
“

邓小平理论
”

有 什么
’ `

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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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和

“

世界观
, ,

的
。

因为从这样的
“

哲

学观
”
看来

,

只有提出那种所谓
“

放诸四

海而 皆准
”

的普遍真理命题和超越时空界

阂的先验哲学范畴
,

而且还须形成完整结

构体系的
,

才能称作
“

哲学
” 。

同样道理
.

要说有
` ’

世界观
” ,

那就必须对整个世界
,

包括天上地下
、

过去未来各种事物都作出

论述
、

有所回答才行
。

从这种观点去看
,

在
“

邓小平理论
”
中确实找不出此类条条

; 同

样地
,

如果依照这个尺度
,

连马克思作为
..

哲学家
”

也是并不完全合格的
。

因为马 克

思从来就没有谈过 人类 产生 以前 的
“

世

界
”

问题
.

也从 不谈论 人类生 活以外 的
“

自然
”

问题 所以在
“

苏联模式哲学教科

书
”

的内容中
,

引用马克思著作的话只有

寥寥几句
,

它的观点基本上是从恩格斯
、

列

宁的论战性著作中引用来的
。

“

哲学理论
”

不同于
“

科学理论
”

的
-

个重要特点
,

就是随着哲学观点的重大变

革
, “

哲学观
”

即对什么才算
“

哲学
”
的看

法也要发生 变化
,

这里表现 了
“

哲学性

质
”

与
“

哲学观点
”

是联结在一起的
。

所

以在哲学 发展 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怪现 象
:

站在 l日哲学立场去看新哲学
,

怎么看它怎

么不像
“

哲学
” ,

反过来
,

运用变革了的思

维逻辑去看旧哲学
,

它也同样不是 (应该

有的 ) 哲学
。

马克思
“

哲学
”
的诞生就意

味着 旧有
` ’

哲学
”
的终结

。

恩格斯对马克

思 的哲学 就说过这样 的话
:

在这里
“

哲

学
”

已经被扬弃了
, ` ’

这 已经根本不再是哲

学
,

而只是世界观
’ ,

`

杏
。

哲学谈论的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 始

终处在变化之中
。

现代哲学不再谈论传统

哲学热中的那些问题
,

并不意味它没有它

的
“

世界观
” ,

已经不再是
` ’

哲学
” 。

从今

日观点来看
, “

哲学
”
不过就是人对 人自身

和人所生活的世界的存在及其本性的一种

自觉的意识
、

观点和态度
,

它就体现在 人



“

解放思想
”

与世界观的转变
-

一 谈发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思维方式
、

价值态度
、

精

神意境之中
。

从这个意义说
,

每个 自觉的

人都有支配他 自己行为的世界观 和哲学
,

在每种创新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理论中也必

然都会体现出它所遵行的哲学世界观
。

“

邓小平理论
”

所以能够引导我们摆脱
“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的束缚和

“

十年动

乱
”
的历史困境

,

使我国走上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

正如当年马克思

变空想社会主义为科学理论时首先经历了

世界观变革一样
,

这里也 同样首先体现的

是哲学思维方式
、

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的根

本变革
,

很难设想没有世界观的根本改变

会有邓小平的
“

中国特色理论
”

的诞生
。

在我看来
, “

邓小平理论
”

的哲学灵魂

就体现在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的这

思想路线里面
,

而这个精神也就是马克思

当年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
,

他们是同

一个哲学精神
。

马克思坚持必须破除先验

的教条主义原则
,

他说
“
我们不想教条式

地预料未来
,

而只是希望在批判 旧世界中

发现新世界
” ,

从
` ’

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

界
”
这就是马克思 的哲学精神

;
邓小平倡

导的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

以 及体现在

他的理论思想和现实行为中的脚踏实地
、

面向未来
,

不从抽象原则出发
、

不受书本

教条束缚
,

大胆突破陈规
、

决不因循守 !日
、

一往直前不断创新的精神
,

也就是从
“

批

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

的精神
,

它与马

克思的世界观一样
,

都是对脱离生活实践

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否定
。

当然
,

我们不能认为邓小平同志已经

给我们提供了现成完整的哲学理论
。

哲学

观点
、

哲学精神与逻辑化的
“

哲学理论
”

不

完全是一回事
,

把哲学观点发挥为系统的

哲学理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

这应该主要

是
“

哲学家
”
的任务

。

马克思当年形成了

他的新世界观之后立即用于社会
、

经济
、

政

治种种问题的具体研究之 中
,

他也没有来

得及完成系统化
、

理论化的工作
。

因此才

有后来 山 (前 ) 苏联学者为之制订
“

哲学

体系
”
即编写教科书哲学之事

。

如何把
“

邓小平理论
”
的哲学精神发

挥为系统的哲学
,

这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

们的任务
,

我们应该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
。

这在实质上
,

在我理解
,

也就是如何坚持

贯彻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精神
,

继承发扬我

国优秀的哲学传统
,

借鉴吸纳西方现代的

思想成果
,

创造赋有时代精神和人类发展

未来前景的
“

当代中国哲学
”

的任务
。

要

实现这个历史性任务
·

必须有众多哲学家

的共同努力才行
。

有
一

点是毫无疑问的
,

做这一工作 首

先要转变我们自己的世界观
,

只有彻底清

除
“

苏联模式哲学
”
的影响

·

切实掌握马

克思和邓小平思想的真实精神
,

按照
’ `

邓

小平理论
”
的精神去理解

“

邓小平理论
”
的

哲学
,

才能做好这件工作
。

我们决不能把

邓小 平的思想纳人 教科书哲学体系去理

解
,

从教科书哲学出发
,

用它既成的模式
、

范畴
、

原理去套
,

这样或许会套出一个系

统的哲学
,

但它决不会是邓小平的哲学
。

关键的问题
,

在于根本转变我们的世

界观
,

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

卜
,

教科 书竹学我称呼 为
`

讲坛哲学
” .

因为它主 要是

通行于课堂
、

考场和 讲坛
;

支配人们实践领域和

生活领域的是各有不同的
“

实践哲学
” ;

此外
·

属

于学者学术活动领域的还有
’ `

论坛哲学
” 。

这就是

我国当前
“

鼎足三立
”

的三种哲学类 型
,

它们虽

然处于相互影响之中
·

基本上是各自据守 自己 的

领域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20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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