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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传承》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一代代学人。本书以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为主线，以
学术环境、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主体三个方面的切入点，分别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
化大革命”、思想解放、20世纪90年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孔子研究进行了考察，并对港台现代新儒家对
孔学的固守进行了总体性分析、试图以此展示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的曲折历史过程，并从这一历史
过程中推论其合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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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庆文（1966-），内蒙古赤峰人。200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供职于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研究领域为管理伦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等，曾在《东岳
论丛》、《中华文化论坛》、《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中国传统生活方式
概论》，并参加过《儒学文化与当代社会》、《社会主义经济道德概论》、《中国当代农村道德导论
》等著作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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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冯关论争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中国之“新
”。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地位的确立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　　其一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启蒙
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1950年6月6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将学习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知识分子领域，“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
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①。这一学习落实起来就远不止党员和知识分子了，“从中央到地方，
从国家机关到厂矿、学校、部队，都集中数月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生动教育，初步懂得了劳动创造人类世
界、阶级斗争推动阶级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对于帮助全国人民树立共产主义
世界观和人生观，反对和克服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增强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起了十
分重要的积极作用”②。这一启蒙教育也为掀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是兴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热潮。这一热潮是从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开始的。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刊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
》。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热潮，一批学习《实践论》的理论辅导材料
应时而生。其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指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
作的基本指导原则”。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新刊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把学习马克
思主义的热潮从认识论引向了唯物辩证法，使人们通过学习来领会和掌握了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
本方法。《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和学习，“对于促进人们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
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产生
了重要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其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及教育。1951年年初，中共中央
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仃的决定(草案)》，提出了采取循序渐进、分类指导的方法对全党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第一级为学习政治常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
第二级为学习理论常识，即社会发展史(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生平事
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常识；第三级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毛泽东提出了哲学的普及教育问题，建议利用适当的场合对一些哲学
的基本概念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并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学
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②。1955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于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
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首先要求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普及唯物主
义教育。同年3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要在全
国人民中间进行宣传和批判。与之相配合，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都陆续开办党校进行马克思主义
辅导，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课程，使“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个在任何
时代任何国度都还不曾有过极其广泛的学哲学、用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普及教育的思想运动”①。　
　二、从思想方面看，毛泽东发动批孔运动，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演进的必然结
果。而历史虚无主义出现的前提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真诚地相
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思想体系，不需要吸收任何
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可以自己充实、完善、发展。所以“在此期间内(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表现了一种化约的思想趋向”①。　　1957年1月，毛泽东把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唯物
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所谓的“两个对子”，只强调两个对子是“相互斗争”的，不提
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认为“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②。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
科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会发言中，借用朱熹、王夫之的哲学命题宣布：“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
象，这就是辩证法。”③1959年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
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④并将斗争理沦引向党内，认
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⑤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的号召，并进一步把阶级斗争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1964年毛泽东亲自发
动对杨献珍“合二而一”沦和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运动，一时哲学上的“合”、“同一

Page 5



《批判与传承》

”、“统一”成了政治上的“阶级调合”和折衷主义的代名词。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约为
“斗争哲学”，把辩证法化约为“一分为二”，这种趋向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对立起来，
认为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是反动思想，都要进行批判和清算。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导致了历史虚
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发生，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也时断时续，逐步滋长起来。
“早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开始露头。”①1951年全国各城市
放映电影《武训传》引起观众的极大反响，报刊发表文章赞扬武训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为穷孩子兴办
义学的毅力和精神，当时该片“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但同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
一篇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梢神”有积极作用么?》，认为武训精神不值得表扬。同年5月20日
，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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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徐庆文同志是我多年的朋友。1984年秋，他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走进山东大学
哲学系教室。4年后，又考取该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臧乐源教授，专攻伦理学。硕士毕业，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1999年秋，放弃优越的生活待遇，重新回到久别的书桌前，师从中国哲学专家高
晨阳教授学习中国哲学，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初，高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庆文同志与我结缘，继续
他的学业。  自庆文同志上大学起，我就与他共学、交往，彼此了解，相知甚深。我们处师友之间，
而朋友的感情重于师生名分。庆文同志为人，宅心仁厚，中规合矩，而内心深处却蕴藏着强烈的求知
欲和对学术探求的渴望。这本专著就是见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爱他的人，对
他顶礼膜拜，崇敬有加，认为他是至圣先师，“生民未有”；恨他的人，对他咬牙跺脚，认为他的学
说是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由。然而，无论你是爱他还是恨他，批判
他还是颂扬他，就是不能不理他，这是孔子的力量。多少王侯将相，英雄豪杰，生前盛极一时，不可
一世，死后不久就可以在人们的记忆中略去，唯独孔子历史愈久远，反而觉得他与我们越亲近，这才
是孔子的不可及处。我曾说过，孔子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剪不断，理
还乱”。我们欲摆脱孔子的影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打天下的时候
，许多历史人物不理孔子甚至批判孔子，然而治天下的时候，却又请出孔子。这似乎形成一种历史“
规律”，一种无奈的循环。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想跳出这一历史怪圈，打破这一历史规律，反
其道而用之。由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由“文化大革命”而全民批孔运动，这是现代人调动所有
能量试图走出这一历史怪圈的一次努力，其结果尽人皆知，这里就不说了。　　总结20世纪后半期孔
子的命运及其分析中国大陆学术界由评孔到批孔、再由批孔到评孔的转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何以造成举国上下，若饮狂泉，妇孺老幼齐上阵，共同讨伐“孔老二”的局面?除了政治干预学术研究
之外，学术界、知识界本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知识分子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虽然这是一个十分沉重
的话题，然而却不能回避。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怀有不同信仰、出身不同阶层、隶属不同政治派
别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生活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天空下，从“温水洗澡，，式思想改造、“三反”
、“五反”、反右、社教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
面越来越广，知识分子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面对快速多变的政治形势，知识分子一个也不能置身事
外。怎样才能跟上快速多变的政治形势，如何才能使自己与新政权保持高度的一致，是当时许多知识
分子思考的问题。在潮起潮落的政治运动中，你方“斗”罢我登场。为了在斗争中保持不败，许多人
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去揣摩政治人物的心理和观察政治气候的风向。有些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政治人
物利用后，却成为“整人”的口实；而政治人物一声召唤，知识分子一哄而起，鼓噪而进，推至全国
，演成声势浩大之政治运动。情绪化的政治人物与人格扭曲的知识分子，相互利用，共同造就了“文
化大革命”的不幸和批孔运动的泛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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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一代代学人。本书以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为主线
，以学术环境、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主体三个方面的切入点，分别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
“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20世纪90年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孔子研究进行了考察，并对港台现代新儒
家对孔学的固守进行了总体性分析、试图以此展示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的曲折历史过程，并从这一
历史过程中推论其合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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