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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

研究述评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 60 周年*

李保全

(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理论

进行阐释的十分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的发表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

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和方法借鉴，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近十年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理论成果，主要涉及文本的解读、历史的考察、哲学的思考、思政教育探析、当代

价值、意义和启示等层面，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视域相对狭小、研究深度相对不够、研究内容相对零

碎、研究范式相对僵化、研究层面相对失衡等。学界需要在继承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扩大研究视野、创新研

究范式、平衡研究层面，来促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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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6 月 19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这是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在深刻分析国情基础之

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开山之

作”。时隔 60 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

了新的发展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关于该文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鉴于《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 50 周年之

前的研究状况，学界已有较为具体而清晰的论述，

本文重点对 50 周年至 60 周年期间学界就此问题

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进

一步剖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阐发未来研究应加

强的地方，以为纪念。

一、近十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研究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通过对近十年有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主题的学术会议、期刊文章、报纸刊

载等层面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与分析，发现其研

究所取得的成果颇丰。这些内涵丰富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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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涉及了对其文本的解读、对其历史的考察、对

其哲学思想的思考、对其思政教育的指导、对其进

行的评价、对其与部分文章关系的探索、对其当代

意义与价值的阐释等八个层面的内容。鉴于 50
周年之前的研究已经对其历史背景、历史地位、理
论贡献、发表过程、局限性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

考察，并取得很多成熟的研究成果，因此对近十年

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尽量选择学术界创新的

理论观点进行评述，来避免对已有成果的重复，努

力还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近十

年研究的真实状况，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 一) 基于文本的解读

关于文本，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

其思想精要、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界定、文中

个别提法辨析、哲学方法论意义和文章所蕴含的

“人本思想”的阐释等方面。
有学者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

社会主义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其包含着三个

层面的逻辑和理论前提: 其一，矛盾在社会主义社

会仍然存在，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其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 其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

盾，其解决的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修正和

完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根本任务是

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新时

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途径［1］。
有学者提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

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农

村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群

众闹事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不是敌

我矛盾，而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

人民内部矛盾。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人民内部矛盾，与建国初期的表现形式大不相同，

如贫富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城乡发展差异问

题等。这些形式多样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其

实质上仍然属于毛泽东所界定的“人民利益根本

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2］。
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是用矛盾观来考察和分

析社会主义社会，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

盾。但就矛盾学说本身所体现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而言，其内部的一些提法却有待进一步商榷。毛

泽东把是否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敌

我矛盾的根本标准，这是十分不确切的。从严格

意义上来讲，政治态度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

当作划分敌我矛盾的最终依据，否则就非常容易

造成区分矛盾性质的随意性;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

部的阶级斗争”这个提法有失偏颇，其逻辑上是混

乱的，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有害的作用［3］。
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全文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为

自觉方法论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次继

承，其宝贵的思想对于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

盾问题，具有哲学方法论的准备意义。此外，在理

论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彻底

终结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学说，这为正

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原

则依据，为实践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重要

的方法论指南，以民主的方式推进国家政治生活

实践主题的转换［4］。
还有学者揭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一文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 坚持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 注重人文关怀等。党和政府只有

坚持这些人本思想，才能真正与广大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

发展力，也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5］。

( 二) 基于历史的考察

关于历史考察，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于对其伟大的历史贡献、理论的历史演变、时间跨

度的历史追溯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个人作用的

史料考证等方面。
有学者把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宏大视域

之中，来考察其独创性的历史贡献。其中，有学者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理论发展历程来对该文

进行历史考察，但更多的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的历史维度来进行分析。学界一致认为，在整

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上，系统地建构社会主

义矛盾学说，并提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毛泽东同志功不可没;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也

为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6］。
有学者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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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作了历史演变的考察，认

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开

始酝酿到最终形成，在深刻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大

背景下，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思考和逐步充

实、完善的过程。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到《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最终形成，毛

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阐释，从涉及面上和深

度上呈现出逐渐明朗化的发展趋势，前两篇文章

为其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7］。
有学者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形成的时间跨度来划分阶段对其形成过程进

行历史追溯。从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讲话作为其

开端，至 6 月 19 日正式发表作为其最终形成，毛

泽东对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

断，是他思想探索过程中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个

发展过程可追溯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苏共二十大到中共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

充满矛盾的观点; 第二阶段，从 1956 年 12 月致黄

炎培的信到次年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出了两类

矛盾及其解决的办法; 第三阶段，从 1957 年 3 月

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到 6 月 19 日经过多次反

复修改后正式发表，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内部矛盾

中的主要矛盾［8］。
还有学者则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个

人智慧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创立过程中所做的微

观、中观和宏观架构进行史料考证。典型的观点

是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人民

内部矛盾理论的初步提出、发展完善和最终成熟

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邓子恢对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进行了微观发现，他第一次从微观上发现了

工会工作中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并试图从理论

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 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

盾理论进行了中观探讨，他运用矛盾分析法，将人

民内部矛盾提升到整个社会层面进行思考; 毛泽

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宏观架构，他在前

两者基础之上，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理论

化、系统化的分析和总结，这也正是学术界公认毛

泽东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者和构建者的原

因所在［9］。

( 三) 基于哲学的思考

关于文章哲学思想的思考，近十年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于对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贯穿

其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观的精妙运用、对形而

上学的批判等层面。
有的学者明确指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高

度，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并指明社会

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

和内容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其中，改革的必要

性在于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调

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 改革的性质

不是从根本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促进社会

主义制度不断的自我完善; 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并

不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层面，而是其中

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有待完善的方面。建立

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思考基础之上的这些改革理

论探索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哲学辩证思维［10］。
有的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所贯穿

其中的哲学核心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

规律。毛泽东正是凭借这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

会，才得以准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

断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

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

的主题等重要理论观点。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

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要求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的各种矛盾进行准确把握，那就必须要坚持对立

统一规律，高度重视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才能真正做到因势利导、化解矛盾［11］。
有的学者深入剖析，得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对矛盾观哲学方法论

精妙运用的结论。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具有普遍

性，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不例外，仍然存在着广泛

的矛盾; 矛盾具有特殊性，针对人民内部不同的矛

盾，必须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不

同类型的矛盾。矛盾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对抗

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都有向自己相反方向转化

的可能性，要正确看待矛盾的这种绝对性和相对

性。这些正确观点得益于毛泽东对矛盾论的深刻

领悟。与此同时，毛泽东却割裂了矛盾的斗争性

和同一性关系，强调斗争性却忽视同一性，进而把

斗争性绝对化，这就造成了他在处理矛盾问题上

的某些缺陷［12］。
还有的学者进行比较，对毛泽东和斯大林在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所得出的完全不同的结

论进行哲学层面的原因探析。斯大林之所以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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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犯下了十分严重的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

他哲学观上的形而上学直接造成了思想的僵化。
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无矛盾思想，不能自觉主动地

揭露、分析和解决矛盾，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出现了制度的凝固化，从而

失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毛泽东则打

破了形而上学，进一步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矛盾观，

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内部存在的一

些矛盾 问 题，保 证 了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有 效 顺 利

推进［13］。

( 四)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探析

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研究，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于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提供的理论基

础、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化以及

对公民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等方面。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一，它为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正确的并且可以依据的指导方针;

其二，它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教育内容，总

结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的实践方法，并在某种程

度上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性。《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宝库的极大丰富和重大发

展，对有效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

放建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价值［14］。
有的学者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上，实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

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质的升华。首先，它是中

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相结合的中国化产物; 其次，它开创了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作

用、方针、内容、方法等诸多新境界; 最后，它推动

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历

史发展进程，并且奠定了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的基础［15］。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

提出了“公民政治权利”的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

上点明了“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灵

魂。相关学者以此为基点，从理论上对公民政治

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进行界定，从而得出

“公民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和灵魂”的

结论。充分重视公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学科的准确定位、
内容上的丰富与发展、教育方法的有效突破，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16］。

( 五) 基于评价的思索

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评

价的研究，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其发

表稿的评价、对其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肯定以及对

其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性分析等三个层面。
有学者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对《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所增添的阶

级斗争观点及其总体给予了评价。该文发表稿中

增添了有关阶级斗争的论点，其一是与当时整个

社会“反右”斗争有着密切联系，其二是受当时社

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异常激烈斗争的

影响。如果脱离这两点来单纯看待阶级斗争内

容，无疑会造成对其发表稿评价的狭隘性。尽管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的

最终评价学界还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但是有一

点是学界所认同的，那就是其发表稿中有关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以及其所体现的毛泽东基本

思想 内 容，是 符 合 历 史 实 际 的，也 是 值 得 肯

定的［17］。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进行了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是动态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静态结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个动态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静态结果。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

本土化进程来看，该文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第二

波”浪潮中的最后一个高峰;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程来看，该文是中共八大前后党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延伸和系统总结; 最后，

从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大量理论成果看，该

文为新时期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

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并把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合理“内核”蕴含其中［18］。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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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问题》在其理论上是存在某些局限性的。
在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党

和国家缺乏对社会主义的完整正确认识，就造成

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这个问题上不可

避免地存在某些认识上的缺陷: 一是《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身并没有明确新的历

史条件下处于主导地位的矛盾究竟是什么，这与

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正确认

识发生了偏离; 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对敌我矛盾的划分标准还不够科学，且没

有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

症结所在［19］。

( 六) 同其他文章之间的关系探索

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

毛泽东其他文章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十年的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其与《矛盾论》《实践论》《论十

大关系》等著作关系的深刻探讨。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因其产生于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它们可被视作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之作。《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
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特别是其中所涉及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问题、统筹兼顾问题、综合平衡问题、协调发展

问题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论十大关系》与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虽然在发

表时间上前者早于后者，但在内容上后者是对前

者的继承和发展，两者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20］。
与上面的解读不同，有学者把《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并作一体，

把两者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

篇之作。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主

要表现为: 第一，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的基本立场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第二，

强调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实际明确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主张; 第三，明确社会主义自

身发展动力，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并提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基

点。这些探索，无疑是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内涵从大格局上进行重新定位的

结果［21］。
还有的学者则从《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

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

毛泽东思想中所处的地位来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

联系。《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国情的具体产物，集中

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精华，为中国革命的最终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十大关系》和《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在

革命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发展。后两

者在写作上明显地是运用了前两者的哲学思考方

式，是前两者内涵精华的充分体现; 前两者则为后

两者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是后两者的理论方

法指引［22］。

( 七) 有关其当代意义、价值和启示的

分析
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

当代意义、价值和启示的分析，近十年所取得的研

究成果是最丰富的，主要集中于人民利益矛盾解

决、中国梦实现路径、和谐社会构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等方面。
有学者指出，新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主要

表现为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

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特点和突出表现。党应该千

方百计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践行好群众路线，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党还要不断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

群关系，提高党员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还要居安思危，常怀忧患，建立人民内部矛盾协调

机制，不断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

制度。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率先垂范，提高党

性。这些都是新时期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有益启示［23］。
有学者从中国梦实践层面，探寻《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赋予的路径启示。此

观点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

想，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推进中国梦实现的动力源

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尤其

是要求正视和承认矛盾的存在并力求解决矛盾思

想，有利于认清当前实践中国梦的具体形势; 毛泽

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指导方

针，有利于指导当前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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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是《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代价值的主要体现。
在学界，持此观点的众多学者一致指出，离开了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就会丧失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也就不可能正确认

识和处理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

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取决于矛盾

的性质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 其次要正确

认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矛盾，不是完全消灭矛盾，

而是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真正把握住这两点

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不至于误入歧途，也才能

够真正建成和谐社会［25］。
还有部分学者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中国

共产党在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

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十分重大的改变，人民内部

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执

政之后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就是党和政府同人民

群众之间的矛盾，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并解决矛盾，

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考验。毛泽东提出《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领导全党以

整风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恰恰说明了它

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伟大纲领［26］。

( 八) 关于其他视角的分析考究

近十年来部分学者尝试从一些新的视角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分析，

这些新的视角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原因层面来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考察，

并把这种反差原因归结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后仍需一段时间继续过渡”。毛泽东《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出发点

是为了解决“继续过渡”问题而统一思想，是为社

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扫清障碍。但“继续过渡”的判

断却导致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度下降和对当

时什么是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动摇，这就使得《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成果无

法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执行［27］。
有学者从“建设语境”的视角，考察《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

创性贡献。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发展等诸多方面，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做出了

多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具体表现为: 首次提出社会

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建立相对系统化的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理论; 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

转移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根据; 明确把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进行区分，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理论前提［28］。
有学者从国际政治视野角度，对《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国际传播、国际评价进

行审视。该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均对此

作了大量报道、转载和评论。资本主义阵营媒体

率先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进行了报道，并将毛泽东视为社会主义阵营新的

理论权威;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部分国家对《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进行了转载并

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积极评价。但苏联却态度冷

漠，报道似乎也不如其他国家积极。对《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态度的迥异，丝毫不能

减弱其在国际政治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促使一

些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对华政策［29］。
有学者从社会思潮的视角，来探寻毛泽东《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可资借鉴之

处。此观点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处于建国之后社会

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思潮也

极为活跃，这对于新时期条件下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将提供有益的指导。首

先，正视矛盾的客观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

社会思潮的前提，也是社会思潮必须要坚持的基

本原则; 其次，正确分析社会矛盾性质，这是马克

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关键。在目前新旧思潮交

替的重要历史时期，此点尤为重要; 最后，正确处

理矛盾的方法，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

提供了新思路［30］。
还有学者从信仰视角出发，认为《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

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理论。该文中阐述了不

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基本内涵、形成原因、处理

方法和坚守原则等层次的内容，是正确对待马克

思主义信仰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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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把握这一理论思想的真正涵义，就要充分注意

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长期

性、群众性和复杂性，用恰当的方式方法引导不同

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与社会主

义自身的发展相适应，充分凝聚不同信仰者致力

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31］。
还有个别学者从其他视角研究，产生了少量

的研究成果。如张晓沛认为，要认识和处理老工

业基地改造过程中的社会矛盾，需要充分借鉴《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智慧［32］; 徐

兴灵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法离开毛泽东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观点的有效正确指

引［33］; 李少平认为，要预防和化解涉诉信访问题，

有必要充分汲取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思想中所贯彻的科学方式方法［34］; 张景风从如

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实现社会公平视角对

《关于 正 确 处 理 人 民 内 部 矛 盾 的 问 题》进 行 探

讨［35］; 冯昌雨和陈伟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危机管理思想的方法论

原则［36］。

二、近十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面的梳理与分析可知，虽然近十年《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取得了

大量的学术成果，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重要创新，

但是这些现有研究成果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

能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

五个方面。

( 一) 研究视域相对狭小

视域同视角不同，视角多并不意味着视域就

宏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近十

年的研究，出现了很多的创新视角。这些视角一

部分是根据理论本身研究需要而选取的，如文本

解读、历史考察、哲学思考等; 另一部分则是依据

社会发展实践需要而选择的，如思政教育、小康社

会、和谐社会、中国梦等。不可否认，这些新视角

的发现对于促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且目前对该文的研究成

果也主要集中于这些视角。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

从这些多样化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而不从根本

上打破研究视角所构造的狭小视域，上升至更高

层面的宏大视域研究空间，该文的一些本真内涵

便无法得以充分揭示。

( 二) 研究深度相对较浅

研究深度是研究成果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

标。综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近

十年的研究，与前 50 周年研究成果相比，研究深

度虽得到加强，但是总体看起来仍然较浅。近十

年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深度

挖掘，大多集中于对其讲话稿、修改稿、历史背景、
现实意义等基于文章内容本身的研究，且存在比

较严重的重复研究问题。这些看似深入的研究成

果，其实大多浮于表面，并未真正透过现象探察本

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的

不断深入，不能单从文章内容本身进行深入解读，

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深入研究的层面。突破《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的深度局限，

在“深”上加强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在“度”上加

强，这才是根本之策。

( 三) 研究内容相对零碎

研究内容的零碎化不利于形成系统化和科学

化的研究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内容零碎化现象非常严

重，并未从整体上形成一个科学有序的系统化架

构。单从内容层次上来讲，近十年《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与

其有关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研究内容方面均可

以作系统化规整，来形成更加全面和详细的理论

阐释。但学界却鲜有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开展这样的系统研究，典型表现就

是专门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

个主题出发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少。此现象凸显出

来的是近十年来学界对其综合研究的不足，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文各方面进行的系统化

认知。

( 四) 研究范式相对僵化

研究范式直接影响研究效果，良好的研究范

式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开展研究，反之则会阻碍研

究进行。学界近十年来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主要有: 问题导向研

究范式，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研究同热点问题联系起来; 真相还原研究范式，

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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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考证结合起来; 学科交叉研究范式，把《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同多学科

内容串联起来。这三种研究范式虽产生了大量有

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

果，但是却不利于该文纵深的研究，也不利于对其

进行创新性研究。这也是目前造成《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无法取得更大突

破的一个关键因素所在，学界必须要打破目前这

三种僵化的研究范式，积极探寻新的研究范式，推

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的不

断深化。

( 五) 研究层面相对失衡

研究层面的失衡，易造成研究成果呈现出强

理论弱实践，或强实践弱理论的局面。近十年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就出

现了较为严重的层面失衡，造成理论阐释多于实

证研究。不可否认，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是符合研究工作

开展要求的，但是近十年大量关于该文的研究成

果从理论上进行构建的占据了大多数，很少有研

究成果从微观的实证层面加以考察，这就造成了

该文所揭示的很多现实问题，只有空泛的理论支

撑，而缺乏可供实践借鉴的具体论证。这是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应当发生的，也是不能

发生的事情，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三、未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研究中应重点加强的地方

针对近十年来学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未来

其研究必须要在重视这些不足的基础之上，积极

改变研究范式，进一步促进其研究成果向着系统

化、科学化和创新性方向发展。为此，学界可做以

下方面努力。
( 一) 改变狭小的研究视域，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宏大视野中重新审视

鉴于先前学术界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研究所局限的狭小视域，有必要从更

宏大的视野中对其进行重新审视。这个宏大的视

野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宏观视野等，这其中最根本的宏大视野就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视野，这是学界对《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深度把握的关键所

在。当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面均包含

着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包含的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是未来学

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放置于更宏大视野

中进行重新审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口。
( 二) 改变僵化的研究范式，在马克思

主义学科范式引领导向中重新把握
用马克思主义学科范式来引领《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这是相关研究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确保对其研究创新

的关键所在。传统的研究范式( 上文所提到的问

题导向研究范式、真相还原研究范式、学科交叉研

究范式) 已经无法满足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研究的时代需求。《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学界可以尝试用

马克思主义学科引领导向的范式来进行。针对这

篇文章，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上”指马

克思主义理论，“下”指毛泽东思想: 既要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把握它，又要在毛泽东思想之

下把握它。这样的研究范式可以实现从“上”至

“下”，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

研究达至应有的高度、宽度和深度。
( 三) 改变失衡的研究层面，在理论与

实践实现共同协调发展中重新思考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实践的发展提供思想

指引，且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应当处于一种相对平

衡的发展状态。目前学界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理论探

究的层面，这些理论探索对实践的指导性并不是

很强。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

章内涵本身来讲，其中包含着很多可供实践借鉴

的方法论智慧，应重点加强对这方面的挖掘。当

前全国上下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

施，这就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界应

该围绕这个大的战略布局，充分从《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探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智慧。这不仅是党自身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需要，也是未来实现《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创新的另一个可能性突

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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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学界近十年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建立在前

50 年研究基础之上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未

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

必须要继续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跟时代

步伐，回应急需问题，形成更加系统科学而富有创

新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智慧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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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Commentary about The Question about Correctly
Processing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n Ｒecent Ten

Years to Mark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Publication
LI Baoquan

( Centre for Studies of Mao Zedong Though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about Correctly Processing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s an important classical work in
Mao Zedong’s theory of Marx’scontradiction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socialistic construction． Its publication exerts a
great influence，and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y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treating the contra-
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ic construc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e study of this problem
has produced many important and excelle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last ten years，such as text interpretation，his-
torical investigation，philosophical thinking，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contemporary value，significance，en-
lightenment，and so on． But there are some drawbacks in thes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such as narrow horizon，lack of
depth，lack of systematic content，paradigm fossilization，research level imbalanc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origi-
nal research results，the academic circles need to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vision，innovate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balance the research level，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f The Question about Correctly Processing the Con-
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Question about Correctly Processing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mportant progress; main prob-
lems; research commentary

( 编辑: 蔡秀娟)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