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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政治稳定和政

口梁昱庆 周建胜[成都大学成都610106]

治环境观一一

[摘 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

的观点，并据此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政治成果，也留下了诸多深刻的

经验教训。本文拟在梳理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观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阐明其特

点、贡献以及留下的教训，以期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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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

环境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稳定

和政治环境的观点，并据此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和

实践，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政治成果，这既是毛泽东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政治财富。认真

梳理研究毛泽东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理论与实

践的政治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本文拟在梳理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

环境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阐明其特点、

贡献以及留下的教训，以期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指导和借鉴。

一、大乱求大治——独特的政治稳定观

政治稳定主要指政治系统(如国家、政党)内部的

动态平衡和协调稳定的状态。政治系统的和谐稳定，

是政治系统巩固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条件。毛泽东的

政治稳定思想主要源于他的矛盾学说和斗争哲学，因

此他的政治稳定观具有独特的政治思维和视角，其核

心是主张通过斗争求得动态平衡的政治稳定，即由大

乱求得大治。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矛盾

斗争是推动政治系统发展的内在基本动力。毛泽东

认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

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

界。”¨o他强调，“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矛

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

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11因而国

外有学者将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认为

毛泽东早年就在日记中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

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心。之后毛泽

东多次谈到以斗争求团结、求统一，以斗争求进步，求

发展。他强调说：“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同谬误

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斗争

中才能发展起来。”¨1

第二，矛盾的同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动态的，

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缓和矛盾，以维

护政治系统整体平衡和统一的政治稳定格局。毛泽

东认为，矛盾的诸方面不能孤立的存在，在一定条件

下它们“一面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

渗透、互相依赖”，并且会“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向着和

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充分表明，矛盾诸方面的

互相联结依存和转化，条件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创造

条件，利用有利条件去促进矛盾诸方面的联结转化和

协调平衡就成为保持政治系统稳定和谐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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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思想观点，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了抗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特殊矛盾，赢得了国共合作、全

民团结抗战的政治稳定的局面。按照这一思想观点， 二、内因外因互动——创新的政治环境观
挫败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赢得

了正义和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取得了解 政治环境是指某一特定政治系统(如国家、政党)

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所处的，并对该政治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背景和

更加注重矛盾的协调与缓和，特别关注在矛盾同一性周围事物的总和。政治系统的生存、运行和发展，都

基础上的动态平衡，以求得国家的稳定统一和人民的离不开一定的背景和条件，并与所处的政治环境发生

团结和谐。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稳定着密切的联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良性循环

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和协调稳定，是政治系统巩固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

盾，主要靠说服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去解决。要处东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将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理好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确保党和国家精辟地概括为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其主要观

政令的畅通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在人民内 点是：

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 第一，政治环境是外因，对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

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展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认为，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

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H1同时，还必须根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他指出：

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计划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

政策，统筹兼顾，化解和缓和矛盾，以维护和保持整体 因起作用”。他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但

平衡和统一的政治稳定格局。 是外部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一事物对他事

第三，要注意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不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

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指出， 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

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比

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他举例说，无产阶级和如“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

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

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巨大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

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内部的变

法去解决；共产党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

去解决等等，决不能犯一刀切的教条主义错误川。新化。”⋯也就是说，政治环境作为外因，对政治系统的

中国成立后，他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内情基本状况、运行方向和发展进程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况的新变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正确 第二，构建和谐政治环境是政治系统稳定发展的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化解各种矛盾，构建和重要政治条件。建国初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和谐政

谐社会，促进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毛泽治环境的构建。他为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安

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存在着两类不同 宁丽创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创立的通过民主党

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方派的参政议政和对执政的共产党批评监督，以保证政

法也完全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专治决策的正确性和政治统治的稳定与和谐的多党合

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主张宗教自由、爱国的观点，

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在处理方式上，“必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国家稳定和谐、

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百花

态度和强制手段”。一方面要防止混淆不同性质的矛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而广之，作为构建和谐政治

盾的界限，因处理方式不当激化矛盾，导致人民内部环境的根本准则。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

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三大社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

会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1他强调指

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化敌对势力， 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促进敌我对抗性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由此促成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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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要形成这种

良性的政治环境，“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

时，我们还必须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因为“没有国

际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对任

何国家，“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

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o

第三，营造和利用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

促进国家的和平发展。世界的政治格局具有明显的

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并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系统，

是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如何营造一个有

利于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为国家和平发展赢得时间

和空间，是建国后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

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经济要发展逐渐成为国

际政治的主流，反殖反霸的革命斗争席卷全球。同

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搞军备竞赛，加紧争夺世界

霸权，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在1954

年8月，毛泽东就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人IZl等政治

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从世界的政治格局的角度提出

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

着广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美国的目

标是占领处在从日本到英国这个广大中间地带。

1963年9月28 El，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

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包括

El本、加拿大。两部分都对美国不满意，他们中间的

斗争“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他在1964年1月5

日同日本客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

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

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

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

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o"16]他强

调，“广大中．伺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

亿，还有欧洲的人民，者lj提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
者。”"3到了60年代末，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苏联乘美

国深陷在越南战争之机，加速发展军备，并且在我边

境线上集结大量兵力，制造事端，直接威胁到我国的

主权和安全。面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毛泽东在

深人分析后认为，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

美苏又大于中苏矛盾，因此决定采取联美抗苏外交策

略。通过主动出击和不懈努力，于70年代初实现了

中美关系正常化，由此形成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政

治环境新格局。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

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三类政治

地理单元的重要观点。他认为，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

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

界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哺J。他还提出要建立“一条线、

一大片”的国际政治环境新格局。一条线就是要根据

纬度搞一条横线，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

朗、土耳其、欧洲，大家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

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一大片就是广大第三世界国

家要加强团结，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抗衡霸权。据

此，他为我国制定了加强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

结与合作，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美苏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重要外交新战略。毛泽

东的上述政治见解和战略决策，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反对霸权维护世

界和平，特别是为营造和利用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

国际政治环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毛泽东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观的特

点、贡献以及留下的教训

(一)毛泽东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观的特点

第一，哲理性。毛泽东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

的观点，辨证而智慧。他把动中求稳，大乱求大治的

政治稳定观上升到矛盾关系的哲学高度，赋予其深刻

的辩证思维的哲学意蕴。他从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

的角度，精辟地分析了作为外因的政治环境对政治系

统的基本状况、运行方向和发展进程的影响制约作

用，强调构建和谐政治环境是政治系统稳定发展的重

要政治条件，同样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第二，系统性。毛泽东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

的观点，全面而深刻。既有哲学高度的概括，又有辩

证关系的展开；既有理论分析的支撑，又有政治实践

的探索；既有典型案例的剖析，又有宏观全面的把握，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第三，创新性。毛泽东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

的观点，独特而新颖。他把政治稳定看作是矛盾运动

的动态平衡系统，提出动中求稳，乱中求治的政治稳

定观，与传统的静态稳定观具有本质的不同，具有极

强的创新性。他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哲学角度，高度

概括了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相互影响制约的辩证关

系。这些精辟的概括，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创新思维

和政治智慧。

(二)贡献与教训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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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初期都取得了政治一和共处。在此基础上，他不断强化由大乱达到大治

实践的巨大成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国家政的政治思维，提出造反有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

治经济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观点，政治稳定的局面和内

第一，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外政治环境都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区分和处 的十年动乱，对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

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响。从这些失误的本身来看，都是由于他没有全面坚

盾转化，通过调整政策和说服教育，化解和缓和矛盾， 持自己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环境的上述系列观点，而

促进安定和谐政治环境的构建，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是过分突出政治斗争一个方面，将其斗争哲学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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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ading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Mao Zedong has proposed a series of

opinion abou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Based on it，we carried on long—term hard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received a lot of beneficial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also left a great deal of experiences．This text i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view of Mao Zedong about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 and main content of the political en-

vironmental view，expounding it’s characteristic，contribution and the experiences it left，expecting to offer guidance to the

building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tical cidlizaf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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