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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 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 中国化 的开 启之作 

— — 李 达《<实 践论 >、<矛盾 论 >解说 》探 论 

汪信砚 李禾风 

摘 要：建国初期，李达积极投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在与毛泽东的学术互 

动中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实践论>、<矛盾论>解 

说》具有准确性、深刻性、通俗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理论特色，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干 

部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并 

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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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初，毛泽东 30年代所撰著的两篇哲学文献《实践论》《矛盾论》(以下 

简称为“两论”)经改编后公开发表。为配合全国对“两论”的学习活动，李达专门写作了 

《(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1979年，三联书店将《<实践论)解 

说》和《(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合编为《(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以下简称为 

《解说》)。《解说》是建国以来解读毛泽东“两论”最权威、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对 

宣传和普及“两论”、提高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以及思想理论水平起到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承前启后之功。 

一

、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写作过程和社会影响 

《实践论》《矛盾论》写作于 1937年，是抗战初期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 日军 

政大学)讲授的《唯物辩证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其中，《实践论》为第二章第十一 

节，《矛盾论》(原名《矛盾统一法则》)为第三章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编辑《毛泽东 

选集》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毛泽东先后对“两论”作了重要修改，并提前在苏联《真理 

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①。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深知“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感阐释和 

宣传“两论”的必要性。尽管当时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职务的李达行政事务繁忙且身体久病 

未愈，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两论”的解读工作。 

李达本人在《怎样学习(实践论)》一文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他对《解说》的写作初衷 

的解释。他写道：“在我们新中国，当前有两大基本任务，要全国人民担当起来。第一是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第二是努力进行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要完成这两大基本任务，就要求全国人民站稳立场，大家把意 

①参见唐洲雁、曾瑁：《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刨建和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 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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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统一起来，集中起来，提高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随时随地认识国内外环境及周围事物的变化，好好掌 

握政策，照政策办事。这就必须学习《实践论》。”①他还写道：“自从我们新国家成立后，全国人民在全国 

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来改造 自己，成为新人。成千上万的工作干部和青年，都学习了 

《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策。毋庸讳言，有许多人的政治学习是 

有缺点的。最严重的缺点，是政治学习不曾改变他们 自己的思想。有的思想虽然改变了，而对于实际问 

题的看法，却感到茫然。⋯⋯为要克服这些缺点 ，就必须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认识论，即学习《实践 

论》，用《实践论》把 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提高对实际的认识，改造主观世界(自己头脑)和客观世界。”②以 

上这两段话虽然是李达对学习《实践论》的重要性、必要性的阐释，但它同样适用于说明学习《矛盾论》的 

意义，因为矛盾分析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内在一致的。列宁就曾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 

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③ 

自 1950年 12月《实践论 》公开发表后的半年多时间里 ，李达先后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 

的一个基础》(《人民日报))1951年 2月 1日)、《<实践论)解说》(《新建设))1951年第 3卷第 6期及第 4卷 

第 1、2、3期连载)、《怎样学习(实践论>》(《新建设》1951年第 4卷第 4期)等文章。1952年 4月《矛盾 

论》公开发表后，李达又写作了《<矛盾论>解说》(《新建设))1952年 7月号至 12月号连载)。以上这些文 

章，构成 了《解说》的基本 内容。 

自20世纪 20年代起，李达同毛泽东之间就开始了哲学交往。长期以来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为建 

国后李达撰著《解说》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在《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多次与毛泽东进行讨论和交流，展 

开了频繁的学术互动。 

在《(实践论)解说》的写作过程中，为了使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更准确，李达每写完一部分，就 

把书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后，也会逐字逐句地审读并亲笔修改。 

从《<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书稿中可以看出，李达不同意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放在一起 

并把它们都看作是排外主义的典型例子。李达认为，太平天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并不一概反对外国 

人。毛泽东在阅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接受了李达的观点。他在给李达的回信 

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版选集时拟加以修改，此处暂仍照原。”④ 

毛泽东在审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也对其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毛泽东在李达论述中国人民对 

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补充说：“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 

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 

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⑤再如，毛泽东在李达论述孙 

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全然以清政府为对象而从没有提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补充说：“虽然辛亥革命实 

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一 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 

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 

有认识这一点。”⑥ 

对于毛泽东所作的上述两处修改，李达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有些欠妥，便把毛泽东的前一处修改再 

改为：“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大资本家及其政府，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但另一 

方面要争取外国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⑦。在这一再修改中，李达删除了“地 

主”、“政府官员”两词及“宣传上”三个字，并在“资本家”之前加上了“大”字，这就更加明确地界定了帝国 

主义者，表述上更为严谨。李达又将毛泽东后一处修改内容中的最后一句话改为：“但是当时的革命党 

①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三联书店 1979年，第 100页。 

②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 102页。 

③《列宁全集》第 55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 308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 375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第 376页。 

⑥《毛泽东书信选》，第 376页。 
⑦《李达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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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没有认识这一点。”①在这里 ，李达删除了“主观上”一词 ，避免了“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这一表 

述所可能产生的歧义。李达又将他的再次修改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再提出不同的意见②。 

在李达为解读毛泽东的“两论”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解说》最具代表性，传播最久远，影响也最 

大。其中，195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实践论>解说》单行本，先后印行三次，发行量高达 18万册；I953 

年同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矛盾论>解说》单行本，也先后印行三次，发行量达 3万册。 

李达的《解说》，不是单纯注解性读物，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解说》运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科学方法，首开新中国系统解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先河。就其系统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而言，《解说》堪 

称当时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范本。 

李达的《解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称赞。1951年 3月 27日，他专门写信给李达说：“这个解 

说(特指《<实践论)解说》——作者注)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 

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③毛泽东深知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造 

诣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贡献，故对李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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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多多写写文章。”④在当时，解读毛泽 

东著作、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很多，但只有李达的《解说》得到了毛泽东这样高的评价。李达的 

《解说》也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成为人们研究和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准确把握毛 

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党兴起了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而作为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李达的《解说》又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李达的《解说》发表 50多年来，学术理论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阐 

释“两论”的论著，但有人认为，其中鲜有超过李达《解说》的作品⑤。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理论特色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 

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 ，准确性 。 

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毛泽东哲 

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 ，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 》的准确性 ，首先是 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 

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 

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毛泽东 

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 

‘唯理论’是今 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 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 

“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 日经验主义相像。”⑥显然，修改后 

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 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 

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李达文集》第 4卷，第 77页。 

②参见唐洲雁、曾瑁：《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第254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第407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第407页。 

⑤参见武市红：《李达与毛泽东关系浅谈》，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 12o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457页。 

⑥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 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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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准确性。例如，毛泽东在 1952年 9月 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 

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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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① 

第二，深刻性。 

《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 

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 

哲学思想 ，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 。 

例如，《解说》第 34页至 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 41页对 

贝克莱、莱 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 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 

别的考察、《解说》第 89页至 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 135页关于庸 

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 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 

《解说》第 168页至 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 

《解说》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 

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毛泽东思想是很不容易的。”③他认为，“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只有 

首先抓住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毛 

泽东思想的精髓。”⑨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 

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 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 

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毛泽东在 1951年 3月 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 

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④ 

《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 

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 

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例如，李达以图解的形式直观而清晰地说 明人的认识过程 (如图 1)： 

认 识 过 程 

作用 。墨@ 反作用一 ■ ·———————一 

图 1 人的认识过程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解说》第 128页处还有： 

唯物论的宇宙观{ 蓑墨翥羹嚣 嘉 上学的宇宙观 

①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扉页。 

②《李达文集》第 4卷，第 7页。 

③参见唐洲雁、曾瑶：《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第 258页。 
④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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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论的宇宙观{善 主喜 宇宙观 
显然，这类图解式的阐释对于帮助人们尤其是广大的青年学生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非常有益的。 

这些图解所内涵的信息量远远大于文字说明，它们能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李达还非常注意结合中国 

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据统计，《解说》中所举中国社会和中国革 

命的例子有近百个之多。 

第四，科学性。 

《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 

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毛泽东“两 

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甚 

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毛泽东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 

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 

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 

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 

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 

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 

解说毛泽东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 

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 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 

问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 

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 

陷入于主观主义。”①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 

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 

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 

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 

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 

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②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问题 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 的基本矛盾 ，但它是非对抗性的 ，社 

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 自身可以及时改进 

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③。这是 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毛泽东 

于 5o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 

的规定④。 

《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 

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 

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毛泽东思 

①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6O页。 

②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 318页。 

③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 337、338页。 

④参见雍涛：《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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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细致人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①《解说》 

“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 

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 

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 

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 

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 

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 

质 。”② 

《解说》将毛泽东的“两论”分 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③。《解说》对“两 

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 

“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 

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三、《<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 

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④。“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⑤毛泽东也曾当面称 

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⑥。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 ，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 

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 

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 

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 

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 

此 ，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 当时摆在全党 面前 的一项 重要任务。陈云在 20世纪 

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 

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⑦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 

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 

向他们宣传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 

李达撰著《解说》，是 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 

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 

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 

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 

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 

①《李达同志的遗著(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再版》，载《人民日报))1978年 8月25日。 

②参见胡艺华、彭继红：《新中国成立初李达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主要方法初探》，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71页。 

③参见唐洲雁、曾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第 249、250页。 

④参见王炯华 ：《李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家》，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 12o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16页。 

⑤参见许全兴：《纪念李达，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纪念 

李达同志诞辰 12o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95页。 
⑥谢双明：《湖湘文化对李达的影响》，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 1期。 
⑦陈云：《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载《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o年，第 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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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 

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 

斗。”①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 

力地促进了当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 

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 

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 

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 

《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 

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 

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 

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 

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②在《解 

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 

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 

《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 

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 

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 

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 

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 

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 

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 

现实相结合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 的问题 ，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 中国实践经验 

的概括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 的理论基础 ，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毛泽东哲学 

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 

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 

志性成果 的系统展示 。 

《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 

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 

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 

①《李达文集》第 4卷，第 395页。 
②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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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 

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 

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 

新问题。我们为要向前看，为要使主观不落后于客观，为要使思想不落后于实际，为要使思想与实践相 

结合，那就必须要勇于正确认识新事物，善于解决新问题，不让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而开倒车，不自觉 

地堕落为顽固派。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批判了这一点，批示给我们奋斗的方向。”①可见，李达 

重视“两论”、解读“两论”，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指导中国 

新的实践。可以说，《解说》力图以解读“两论”的方式来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所以《解说》实现了一般论著难以企及的效应，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 

哲学 中国化创造 了一个 良好开端。 

A Work Initia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New China 

— — Study of Li Da’S The Explanation of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s 

Wang Xinyan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 

Li Hefeng(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Li Da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tudy and publicity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hilosophy．He wrote The Explanation of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interaction with Mao Zedong，which had made a significant social influence．The Explanation of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s with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ccuracy，profundity，popularity，scientificity and systernaticness， 

well satisfied the need of improving cadre and mass’S Marxist theoretical levels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provided 3n important example of interpreting Marxist classics and furthermore，created a good start of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 words：Li Da；on Practice；on Practice；explanation；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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