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哲学“罪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哲学“罪案”》

13位ISBN编号：SH2001-205

10位ISBN编号：SH2001-205

出版时间：198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杨献珍

页数：3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我的哲学“罪案”》

内容概要

建国之后，先后发生了三大著名文化冤案  ：文艺上的" 胡风案" 、哲学上的" 杨献珍案" 和历史学上的" 
邓拓案。而杨献珍的哲学" 罪案" 被称之为"株连最广"的冤案。
1962 年 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因公开提出"合二而一"新概念，挑战了毛泽东主张"一
分为二"哲学观，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到 1964 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
批判文章达500 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 年之久。
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 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
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
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
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
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
的迫害。"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 " 罪案" 》一书。他在该书" 序" 中写到：" 从四十年
代到1964 年（批' 合二而一' 时）期间，我的讲课稿等，差不多都被收集起来了。其中一部分，在批判' 
合二而一' 时，曾被党校领导铅印出来，发给教学人员和学员，作为批斗的靶子。这些稿子的每一件
，都编了号码，标了' 罪名' ，立了卷宗，封皮上写的总' 罪名' 是：' 杨献珍的诡辩和诽谤材料。' 另外
一部分，是在监狱中写的交代' 罪行' 材料。1964 年批判' 合二而一' 时，《人民日报》第一版曾发表过
一条以《抖杨献珍的底》为题的消息。我说那个' 底' 并不是见不得人的。现在我自己把我的' 底' 抖出
来，给' 罪案' 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其实毛泽东迫害杨献珍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当时杨献珍竟胆大妄为，锋芒毕露地挑战毛泽东"挥
巨手"刮起的" 共产浮夸风" 。对此杨献珍说过："1959 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即对" 浮夸风" 的揭露和批
评。1958 年8 月，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一些干部下放到河南乡下劳动学习。当时党报吹嘘说，
这个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多斤，居全国第一。小麦，玉米，钢铁均放了" 卫星" 。 1958 年11 月19 日他
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课的时候，以《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为题
，大胆直言地批判了人们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称为" 三面红旗" ）过程的荒唐做法
。当时，河南省平西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 亩产7320 斤" 。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
论刊物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此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 之迷》，作者捏造了许多" 根据" 和" 理由" ，把虚构的"7320" 说成是真实
的。这位党委书记到处作报告，胡吹他们的亩产7320 斤小麦的" 伟大成绩" 。1959 年1 月，杨献珍亲自
下乡到这个" 小麦亩产7320 斤" 的公社。但他听到是：秋后不久社员就揭不开锅了，只能把红薯藤晒干
做糊糊喝。社员普遍营养不足，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调查，确属事实。而县委书记在
发言稿里竟然说："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 。有一个
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130 万吨钢。某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讲哲学，讲稿到处发
。据说听众有250 万人，科学院哲学所还印了她的两本讲稿。杨献珍对此气愤地说："这到底是哲学的
兴旺，还是哲学的贫困？我们哲学工作者，在' 共产风' 、' 浮夸风' 、' 瞎指挥风' 刮来的时候，我们连
这么一阵风都拦不住。这些' 风' ，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该是多么大
的损失啊！" 他在1959 年6 月接见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时应邀讲话提及这件事情。他说
，办党校应当多给干部们讲些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道理。他即席谈了在河南看到、听到的一些弄虚
作假的事例，想用此引以为戒，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讲
话。他在该讲话中大批毛泽东倡导的共产 '浮夸风 '"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 " 。他质问：这到底
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做唯物主义吧！他大声疾呼：" 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
，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几天后，他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又借
题发挥了这个看法。
杨献珍的这些针对性极强的讲话，被一些告密者整理打印出来，送到了毛泽东的文化打手康生手里。
康生说，杨献珍的一些言论" 是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开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还说："杨献珍
是一文，彭德怀是一武。指挥打仗，他不能同彭德怀相比，但舞文弄墨，彭德怀没法同他比。他们山
上山下互相配合，一起向党、向毛主席发起进攻。" 此后康生又拿到了杨献珍在中宣部政治经济学讲
习班上的一次谈话《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记录稿如获至宝。他认为杨献珍的几次讲话，对大跃进
的揭露批判，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露骨得多，说" 杨献珍比彭德怀还厉害十倍百倍，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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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个漏网右派。彭德怀的信，并未发表。而杨献珍的言论，到处传播，
必须认真对待。"1959 年11 月22 日，毛泽东指令康生、陈伯达找杨献珍谈话，责令他进行检查。12 月9
日，这位党内敢于挑战毛泽东权威的知识分子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1962 年 1月，杨献珍和党校的一些教师到西安参观。在阅览《蓝田县志》时，杨献珍得知宋朝吕公临
著有《老子注》一书，阐述了老子 " 合有无谓之元" 的思想。他为此受到启发。后来他读明朝方以智的
《东西均》，发现有" 合二而一" 的提法，进一步引发了他对于辩证法的思考。毛泽东一生习惯了" 对
立统一" 、" 一分为二" 的思维方式，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对抗性，将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分为对立
的两极。这种极端的"一分为二"观点，一切都从对立的立场看待统一，视一切事物为相互对立的两方
面"不是黑就是白"，没有折衷，没有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只讲斗争性，不讲妥协性；只讲绝对性
，不讲相对性；只讲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性，不讲矛盾双方的相互融合性。大批"调合论"，反对"折衷
主义"，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即把 " 人民" 和" 敌人" 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
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强调"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没有第三条道
路可走。毛泽东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阶级斗争，社会的发展阶段始终存在着社会矛盾和
社会斗争，只有进行"不断革命"，才能使社会发展。他认为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解决是暂时的，融
冲论是"形而上学"。而这时的杨献珍则认为，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 "一分为二
"，不讲 "合二而一 "， "一分为二 "和 "合二而一 "都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这是杨献珍对毛泽
东绝对化 " 一分为二" 哲学观的挑战。1963 年2 月，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唯物主义引言》时，
第一次提出" 合二而一" 的概念。他说：" 事物既是' 一分为二' 的，也是' 合二而一' 的。"1964 年4 月3日 
，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介绍了古代学者关于 "一分为二 "和 "合二而一 "的论述。 "当时
在新疆班担任辅导工作的哲学教师艾恒武听后很受启发，便写了一篇《 " 一分为二" 与" 合二而一" 》的
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1964 年5 月29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 "一分为二 "与 "
合二而一 "》文章。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开始指示反驳，有人便又刊登了《 " 合二而一" 不是辩证法
》文章。毛泽东为了" 钓鱼" ， 公开" 揭盖子" ，便再次炮制了" 学术争论" 的阳谋，果然有很多热心辩
证法的爱好者" 上钩" 了。这时，毛泽东认为可以收网了，便指示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下达指令：在参加关于" 一分为二" 和" 合二而一" 的讨论中，凡持" 合二而一" 论者，
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以便" 通过各省市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 。这场批判不仅直接指
向杨献珍，而且将原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作为" 杨侯反党集团" 的头目重点
迫害。 " 文革" 开始后，杨献珍被关押在私设的五十二号楼监时监房里，受尽凌辱。1967 年9 月23 日晚
10时，中央下令将杨逮捕，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受到非法的审讯。 1975 年5 月19 日，在结
束 8年的监狱生活后，杨献珍被开除党籍，迁出京城，流放到陕西省潼关，直到 1978 年12 月才自西安
回到北京。
中共党内敢于如此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人并不多见，杨献珍堪称其中一个。他在回忆一生的政治生涯
中写到：" 我的生命过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最险恶的还不是十年浩劫，而是1964 年对' 合二而一' 
的批判。那时' 合二而一' 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中央和地方所有的大小报纸，铺天盖地一哄而
起，举行全国性大讨伐。" 可贵的是，这位敢于在文化专制时代坚持己见的党内知识分子，被平反后
担任中顾委委员期间，还特别反思自己说："在1957 年' 反右' 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 反右' 
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
属，表示歉意。⋯⋯" 然而，他的反思还不到位，反右不是"扩大化"，本质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犯罪
。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许会有这样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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