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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建国初期对唯心主义的四次批》为《二十世纪中国学
术论辩书系》中的哲学家卷，涵盖了中国建国初期哲学领域中唯心主义的主要研究和论争话题，内容
有电影《武训传》、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
相信本书对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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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电影《武训传》一、概况与背景(一)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二)建国初期
文艺界的组织建设与整治(三)建国初期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基本情况二、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引
起的学术争鸣(一)武训精神“值得赞扬”(二)武训“不足为训”(三)毛泽东的干预三、对电影《武训传
》的全盘否定⋯⋯.(一)因思想而获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教训及影响(
三)新时期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概况(四)关于“胡风事件”的两个问题结语主要参考文献目录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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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影《武训传》批判　　建国初期围绕电影《武训传》所进行的论辩，是新中国学术界
的第一场哲学大论辩。
论辩的主题涉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道路等问题。
论辩由影评开始，逐渐深入到对武训其人以及武训精神的评价。
由于过度的政治干预，这场论辩由正常的学术争鸣迅速演变为政治性的思想大批判运动。
　　一、概况与背景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担当的工
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思想文化建设。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预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以后，摆
在执政党面前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而“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
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完成“三大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同
时，克服重重困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同样有所创获，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并迅速成为新
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
哲学方面，经过有组织的规划，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
，邀请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指导新的实践过程
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文艺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卓有成效地整治了文艺园地，确立了文艺工作的指导原则，建立了可控性的
文艺组织。
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之下发动起来的。
　　（一）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突出
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面。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出版界重印了大量建国前即已刊行的经典著作中译本。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新建设》《哲学译丛》《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
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和研究文章。
除此之外，新版或再版了不少前苏联学者介绍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如罗森塔尔、尤金编的
《简明哲学辞典》，米丁编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习提纲》，奥则尔曼著的《德国古典哲
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等等。
　　建国初期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深远影响的另一项举措是不少前苏联的哲学专家被邀请来华讲
学。
这些专家带来的是当时前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从积极的方面说，他们的到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新中国的宣传和普及；但另一方面，前苏联官方哲学中的教条主义，也对新中国此后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具有时代紧迫性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为了广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刘少奇任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委员会”，并
于1951年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0卷。
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的前后，《人民日报》于1950年12月29日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
于1952年4月1日发表了《矛盾论》。
可以说，建国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
论》及《矛盾论》，下文不再注明——作者）进行的。
　　《人民日报》于发表《实践论》的当天，同时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社论指出，《实践论》“充实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的特点。
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
“社论”特别说明，所谓“学术革命”，就是“要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各种的学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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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同时要求“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
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而把自己的工作的检讨与这个讨论联系起来，采取有秩序的恰当的
态度，而不是采取粗暴的态度，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
　　为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要求，文化界各单位、各部门迅速动作起来，大力投入到学习和宣传
“两论”的热潮之中。
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于1951年1月28日和2月11日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也召
开了以“《实践论》与新法学”为题的座谈会，会议记录发表在《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1期上。
与此同时，《新华月报》《新建设》等大型刊物纷纷报导了学术界、文艺界学习《实践论》的热烈情
况。
　　不少知名专家撰文以漫谈学习体会的形式，宣传“两论”的基本精神，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著名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
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底解决》的文章。
文章指出，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有所谓“天人之际”和“知行”关系的命题，这两个命题涉及到自然
、社会及认识三个问题。
冯友兰认为，历史上的哲学由于“阶级局限性”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是片面的，而只有无产阶级的
哲学才彻底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解决了自然的问题，历史唯物论解决了社会的
问题，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解决了关于认识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在全面、正确地解决认识论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实践论》所承担的“历史的使命
”是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深刻的分析与全面的叙述”。
不仅如此，冯友兰认为《实践论》还有另一贡献，即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了“
知行”关系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老问题。
　　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也在《新建设》0951年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了解（实践论）的条件—
—自我批评之一》的文章。
作者是结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来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的，他表示，既要搞明白《实践论》的深
刻思想，首先就要了解实践本身。
他说，“在中国新哲学研究会里讨论《实践论》的时候，我曾很简单地表示过：要了解《实践论》，
我们得有先决条件，而这先决条件中的主要条件，是解放后的社会实践。
当时话说得非常简单，现在稍微引申一下，我是一个搞旧哲学的人，我这一说法，也是针对于原来搞
旧哲学的人而说的”。
金岳霖接着说：“没有解放后的社会实践，没有在这个实践中的思想改造，我们是无法了解《实践　
　论》的。
可是有了这点点子实践，我们仍然不能充分地了解《实践论》。
学习《实践论》还要用《实践论》的道理去学。
”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是极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们的学习体会既反映其本人的思想在新社会的变化
和进步，也能推动广大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接受新观念。
对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突出成绩的另一位知名人士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南大学校长、中
国新哲学研究会主席李达。
“两论”一发表，李达便热情地撰文为之做通俗的宣传。
他先后撰写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新建设》第3卷第5期），《怎样学习（
实践论）》（《新建设》第4卷第1期），《（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学习（
矛盾论）》第2辑，北京，《新建设》杂志出版社，1953年版），《怎样学习（矛盾论）》（《新武大
》1953年11月4日）等文章。
此外，《新建设》杂志社特别约请李达撰写《（实践论）解说》的长文，以利于对《实践论》作进一
步的宣传。
在《（实践论）解说》的“编者按”中有这样的说明：“最近，全国的学术工作　　者、各级干部，
都正热烈展开《实践论》的学习运动，我们特请李达先生就《实践论》的全文，逐段加以解说，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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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进一步的学习。
全文约五万字，将在本刊连载。
”（《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新建设》于0951年3“月分四次将《（实践论）解说》进行连
载。
1952年7月一0953年1月，《新建设》又分7次连载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
在这两部“解说”当中，李达运用他丰富的学识，旁征博引，对“两论”原著作了详尽的解说。
李达认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结。
李达还认为，作为“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实践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观的重要发展，因此，《实践论》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
。
李达对《矛盾论》的科学价值和理论贡献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重要
基础，与《实践论》同为革命政党的宇宙观，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统一。
李达对“两论”的解说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李达对“两论”解说的写作受到毛泽东的关注。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夸奖《实践论》解说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对于用通俗的言语
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信中还告诉李达待“解说”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
毛泽东认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
要”，信的最后毛泽东希望李达为此“多多写些文章”。
（毛泽东《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也十分关
注《（矛盾论）解说》的发表，在看了李达的稿件后，为纠正其中的引文，毛泽东于1952年在信中提
醒李达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
，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
字删去。
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毛泽东《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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