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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前言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问也
大，真理也多。这种“官本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中国这
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332位符合法统登
基的皇帝，408位正式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当年的君王臣
子又有几个不曾想名彪千秋？多少人为了青史留名而极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能事？然而，历史却
是如此的无情：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和大臣又有几多？我们更多地记住的是孔子、老子、庄子、
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等，等等。虽然由于传
统中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入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身份，但是，人们之所
以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这些令人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
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历史的偏爱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
进步应当担负的崇高责任。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传承、改
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正是当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希冀早日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学说和思想，既为社
会进步和中华振兴作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许是受“厚古薄今”和“言必称
三王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
产生了不少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囡为有伟大的
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
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
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
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
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
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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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内容概要

《吴江文稿(套装上中下卷)》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收入本文集的作
品共分八编:第一编,“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集中若干有关论文,包括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第二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收入有关论述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和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若干论文。第三编,
“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第四编,“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述评”。第五
编,“史学篇”。收入有关史学论文(包括论述法家学说和南宋浙东史学等文章)和对近代若干历史人物
的评论。第六编,“冷石斋杂论”。包括学术性的和政治性的。第七编,“冷石斋随笔”。第八编,“冷
石斋拾遗”。这里收入“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特点”一篇,摘自1958年所写《中国资本主义改
造问题》一书。这是仅保留的“文革”前所写的一篇作品,因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足以窥见中国社
会生产力落后的一个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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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作者简介

吴江,1917年11月(旧历)生于浙江省诸暨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基层
农会工会工作。五六十年代,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刊《建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共
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专职编委。“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1977年复出任职中共中央
党校。党校由党中央主席兼任校长,而由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作者任职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
研究室主任、第一副教育长及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离开党校;后又短期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副院长。于1990年离休。曾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
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工农联
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
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民主与政党》(与牛旭光合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
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述》、《社会主义前途与马
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冷石斋沉思录
》、《吴江论集》、《旅港时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思想力的源泉——哲学
专题十九讲》、《冷石斋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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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书籍目录

第一编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本编序：吴江老矣，犹著新书（邵燕祥）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
苏联倾覆和社会主义前途
——1992年6月在广东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的讲 演
重新研究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探源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大史学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
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预备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争论
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
——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
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命题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异化思想述评
关于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关系
——与胡耀邦最后一席谈
附录两篇：
我所经历的实践标准讨论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记
第二编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会对世界资本主义构成威胁吗？
“一国两制”构想的由来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介绍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读《旅英十年》
——兼评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的现象
回顾四十年前与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一场论争
——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民营经济未必不能培育社会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对政治民主的五大贡献
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历史考察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第三编 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
再版前言
第一讲 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
第二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三讲 哲学史卜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论争
第四讲 辩证发展观
第五讲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核心？
第七讲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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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第八讲 关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致
第九讲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认识论导言
第十讲 可知论与不可知沦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
第十一讲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
第十二讲 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十三讲 认识的发展过程
第十四讲 真理与谬误在认识中的互相对立与互相包含
第十五讲 跨人辩证思维领域
第十六讲 认识的全面性
第十七讲 分析与综合
第十八讲 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握具体真理
第十九讲 工作方法论
第四编 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述评
再版前记
开篇
第一篇 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层结构
第二篇 孔子学说以礼为首
第三篇 学竞君择，适者生存
——从百家争鸣到儒学独尊
第四篇 儒学独尊以后的道家学说以及缘何衍化出一个道教来？
第五篇 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历史面貌(上)
第六篇 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历史面貌(下)
第七篇 儒学在中国民族交融中的作用
第八篇 封建社会的解体与儒学统治地位的终结
终篇
读后感(王春瑜)
第五编 史学篇
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
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
南宋浙东学术论稿
浙东史学的异彩
——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
读史明道
中华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
漫谈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形成
平心论胡适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从周作人说到郁达夫
向舒芜先生再进言
陈寅恪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由旧入新
——兼谈陈寅恪的不宗奉马列主义说
附录：陈寅恪考证《桃花源记》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林则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抗英的民族英雄
——为香港主权回归而作
谈中国传统文化
二谈中国传统文化

Page 6



《吴江文稿（上中下）》

考据之学未可废
宋代为何凝聚起一座文化高峰？
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从西欧文艺复兴史看中西文化的差距
读《全球通史》感言
从王国维论周末思潮说到齐稷下学
爱国历史学家连横先生
从台湾的历史与现实看中国人的海洋观
——读《台湾历史纲要》
第六编 冷石斋杂论
说政治
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
谒胡耀邦陵园记
《十年的路一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序言
《中国的新路》重版说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实践标准”讨论的来龙去脉补记
文化现象杂说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一代军事奇才刘伯承
附录：从刘伯承元帅拒看战争片说起
可敬的蔡夫子
一个加入美国籍的真正中国人
——兼谈所谓“绝对真理”
茫茫世界，“绝对真理”何处寻？
——病中随笔
一道必须破解的“哲学难题
——也谈“和谐社会”问题
国学小议
国学再议
论中国缩小地区差距问题
21世纪中国大市场重心将逐渐向中西部转移
附录：可怕的是思想贫困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剖析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
政治·宗教·科学
关于人的生死观
——病中随想
自由新论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境遇
我与《红楼梦》
——读冯其庸的《重校评批(红楼梦)》
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
——求商于余英时先生
香港文化认同问题
历史上日本的国教和日本裕仁天皇
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军事动向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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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世界支配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吗？
——英国《情报背景材料》一篇文章述评
请读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
山姆大叔，您走好!
第七编 冷石斋随笔
“学在官府”：百家争鸣其可得乎？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论
⋯⋯
第八编 冷石斋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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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章节摘录

第一，就毛泽东个人来说，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这里除了党的整个情况以外，个人的思想状况起着
很大的作用。当战争时期面对着国内外强大敌人、胜负命运未决的时候，当解放初期同样面对着国内
外紧张斗争局势的时候，虽然那时已有个人崇拜，但党内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毛泽东本人也能够比
较虚心体察情况，依靠领导集体，因此能够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党，同心同德去战
胜敌人，克服困难。在这种时候，他运用权力实行领导是很出色的。“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
党虽把大权交给他，他在运用权力上也还比较谨慎。但是，当到了压迫自己的敌人已被战胜、工人阶
级政权已经巩固、国内经济已经站稳脚跟、各方面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时候，他的思想状况开始发生变
化。首先由于胜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不肯虚心体察社会新事物；同时，对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
急于求成，以致使自己的思想逐渐脱离实际，陷入了“左”倾空想。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不正确
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时强行改变集体的决定，把自己置于集体之上。这叫做“既得志，则纵情
以傲物”。就是说，置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于不顾。胜利导致自我膨胀，又过分看重个人的声誉和威
望，讳言错误，不能容忍正常的不同意见，反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力的挑战。这样，一场斗争就不可避
免，一直引导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说的“反修防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惜任
何代价巩固一个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第二，从党和国家的领导状况和管理状况来看。世
界上刚出现不久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严重历史教训，在于没有及时地确立党内的一套民主管理秩序，特
别是没有确立党和国家民主法制秩序和权力制衡原则，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限制党和国家权力的被
滥用。斯大林事件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形成都与此有关。让我们再看一看封建制度吧！封
建制度是确立君主一个人的权力，这是天经地义。皇帝一个人决定一切，他可以任意胡作非为。但即
令如此，封建制度特别是中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也有一套约束、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如设立宰
相制度、谏官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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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编辑推荐

《吴江文稿(套装上中下卷)》：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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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精彩短评

1、吴江同志的文章，可以了解一点思想史。
2、读了几篇，其所思所考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总体感觉，各种说法都是隔靴挠痒，无法做深刻的思
考，可惜。这套书收藏价值一般，有些内容是凑字数，并无实质内容，譬如写刘伯承的那篇。建议先
到图书馆借着看看，再确定买不买。
3、一个默默无闻的理论家，当年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现在人们对于理论不
关心了。
4、吴老的书，是值得一看的。尽管有些观点本人未必赞同。
5、吴江——1917年生，1990年离休，自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表过
一系列著作。《工农联盟问题》、《民主与政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等，这套文集主要
收录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一共八编：一、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
通论、三、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19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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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文稿（上中下）》

精彩书评

1、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
问也大，真理也多。这种“官本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332位符合法
统登基的皇帝，408位正式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当年的君
王臣子又有几个不曾想名彪千秋？多少人为了青史留名而极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能事？然而，历
史却是如此的无情：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和大臣又有几多？我们更多地记住的是孔子、老子、庄
子、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等，等等。虽然由
于传统中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入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身份，但是，人们
之所以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这些令人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
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历史的偏爱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
子对社会进步应当担负的崇高责任。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
传承、改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正是当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希冀早
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学说和思想
，既为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作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许是受“厚古薄今”和
“言必称三王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
时代已经产生了不少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
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
囡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
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
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
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
2、第一，就毛泽东个人来说，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这里除了党的整个情况以外，个人的思想状况
起着很大的作用。当战争时期面对着国内外强大敌人、胜负命运未决的时候，当解放初期同样面对着
国内外紧张斗争局势的时候，虽然那时已有个人崇拜，但党内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毛泽东本人也能
够比较虚心体察情况，依靠领导集体，因此能够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党，同心同德
去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在这种时候，他运用权力实行领导是很出色的。“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
”。党虽把大权交给他，他在运用权力上也还比较谨慎。但是，当到了压迫自己的敌人已被战胜、工
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国内经济已经站稳脚跟、各方面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时候，他的思想状况开始发
生变化。首先由于胜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不肯虚心体察社会新事物；同时，对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
面貌急于求成，以致使自己的思想逐渐脱离实际，陷入了“左”倾空想。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不
正确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时强行改变集体的决定，把自己置于集体之上。这叫做“既得志，则
纵情以傲物”。就是说，置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于不顾。胜利导致自我膨胀，又过分看重个人的声誉
和威望，讳言错误，不能容忍正常的不同意见，反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力的挑战。这样，一场斗争就不
可避免，一直引导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说的“反修防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
惜任何代价巩固一个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　　第二，从党和国家的领导状况和管理状况
来看。世界上刚出现不久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严重历史教训，在于没有及时地确立党内的一套民主管理
秩序，特别是没有确立党和国家民主法制秩序和权力制衡原则，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限制党和国家
权力的被滥用。斯大林事件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形成都与此有关。　　让我们再看一看封
建制度吧！封建制度是确立君主一个人的权力，这是天经地义。皇帝一个人决定一切，他可以任意胡
作非为。但即令如此，封建制度特别是中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也有一套约束、限制君主权力的措
施，如设立宰相制度、谏官制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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