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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毛泽东在继

承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

证法，提出他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将之应用于中国的

革命实践。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矛盾的学说

中。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法则。这一法则首先

体现在：矛盾是运动的源泉，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

展的根本原因。“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

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

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

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当然，影响事物发展

的因素还有外部条件即外因，不过，“外因是变化的

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其次，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矛

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

盾的特殊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各种矛盾都

有其自身的特征；二是每一个矛盾在其发展过

程、发展阶段中呈现不同的特征。针对中国革

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重点考察了矛盾的特殊

性，指出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矛盾的各方面

在发展进程和阶段上都具有特殊性，而且对待

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就多个矛

盾而言，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就某一

个矛盾而言，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之分。最后，矛盾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统一。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具有相互联系、相

互融合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

双方具有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

毛泽东用“相

反相成”一词说明

同一性和斗争性的

统一：“‘相反’

就是说两个矛盾方

面的互相排斥，或

互相斗争。‘相成’

就是说在一定条件

之下两个矛盾方面

互相联结起来，获

得了同一性。”矛

盾双方在一定条件

下是可以转化的，

这 种 转 化 表 现 为

“新陈代谢”的过

程：“新陈代谢是

宇宙间普遍的永远

不可抵抗的规律。”



毛泽东对矛盾学说的辩证分析

可以转化为方法论，这就是矛盾分析

法。毛泽东指出，要把矛盾分析法作

为重要的理论方法并运用到实际当中

解决问题。矛盾分析的方法体现了宇

宙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个辩证法

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

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

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

的方法”。具体地说，这种方法就是

“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

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

自己的行动”。

毛泽东在对游击战争、抗日战

争的分析中，充分运用矛盾分析法来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从方法论上看，辩证法要求人

们在实践中学会运用辩证逻辑的思维

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分析和综合、归

纳和演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毛

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是对这些方法的

综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认识

论、方法论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下面

以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方法作为例子

来说明毛泽东如何把认识论、方法论

和逻辑统一起来。



第二步，要全面分析并把握事物发展的

各种可能性。多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事物的发展总是受到这些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如何在多种可能性中

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至关重要的。《论

持久战》分析了战争的趋势是由“敌强我弱”

转变为“敌我相持”再转变为“敌弱我强”，

所以持久战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

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第三步，在全面把握客观形势的前提下，

还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有利的可能

性转化为现实。毛泽东非常注重人的能动性作

用，他明确指出：“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

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

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

的了。”

假设我们遇到一个重大问题，需要作出科学

的分析，以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毛泽东的观

点，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主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要客观全面地了解事物的现状，把

握事物变化发展的现实性依据。毛泽东在《论持久

战》中说：“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

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

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也就是说，

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分析敌我矛盾、敌我

力量的强弱、战争的性质等，才能在战争的途径上

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 “实事求

是”的含义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

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

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

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

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

事求是的方法就是要求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按照事

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并把握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具体的工作中必须养成调查研

究的作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提出了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调查研究

的方法同样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可以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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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体现在具体的实践

层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即实事求是。毛

泽东用“实事求是”概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向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