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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与近代中国》一书，探讨的“近代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109年的中国。
该书提出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救亡与发展，并从对中国出路的选择开始，回溯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
史发展；同时，又结合对国情的分析和认识，展开了毛泽东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国情分析论、革命
战略论、革命道路论、统一战线论、党的建设论、民主政治论、经济建设论、文化建设论、哲学论。
本书的主旨是要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活动及思想，即研究毛
泽东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决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他在中国的历史由近代向现代转
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他留给后人哪些宝贵的思想财富，给今人有哪些重要的启迪?该书以大量
资料说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不是从学理上的研究引发的，而是面对救亡、发展这两个基本
问题，从亲自的斗争实践中，经过深入的思考，才决定转变的，并且是经过他对自己过去信仰的清算
来实现的，既有坚实的基础，又有理性的自觉，因而一旦决定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基本问题后，
再也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与整个时代精神演化相应，具有典型代表性。
作者在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结合历史资料展开分析之后，又
上升到哲学高度，提出了毛泽东的“结合”哲学，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
实践过程中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唯
物论世界观和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观相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哲学思想。
最后还论述了毛泽东哲学与斯大林哲学的异同。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主旨是以专题为中心，以事实为依据，以历史为线索，研究毛泽东建立与
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
该书认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建国思想的集中表现，被称为毛的“建国纲领”，而这个纲领
是毛泽东1939年就总结出来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重经验的转化形
式或发展形式。
并且也是今天邓小平一再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的表现形式。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次探索是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次探索的理论成果；第二次探索具有复杂背景，它是在我们受“共产
风”等“左”倾错误惩罚后，被迫开始的转变，?但被动中又有主动，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
，毛泽东与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极其可贵的思想和设想；第三次探索在1960年底至1966年“文革”前，
一开始就是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的口号下进行的，并制定了包括《农村60
条》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这三次可贵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改
革开放总方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奏。
尽管这三次探索，都中途转向或夭折了，但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与经验教训。
该书论及了毛泽东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科学的社会改造论、社会主义
阶段论、中国工业化道路论、经济体制改革论、民主论、阶级斗争论、民族统一论与民族独立论。
最后部分则从哲学高度作于思考和总结。
作者指出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本思路是：一、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客观规律，努力克服盲目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二、从矛盾出发，揭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
性与必要性，研究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努力克服形而上学，坚持社会主义辩证法；三、从
人民出发，积极探索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经济政治体制，调动与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四、
坚持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整体性与局部性，过程性与阶段性，克服
不思改革的僵化观念与改革中急于求成的观念，努力搞好社会主义改革。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也给后人留下不少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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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探索性的实践中，常常出现另一种哲学思路，它干扰甚至取代了毛泽东的正确思路。
它就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夸大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夸大矛盾的
不平衡性与矛盾的斗争性，甚至企图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
也正因为有这两种对立的哲学思路，所以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实践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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