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文汇讲堂党史系列讲座的
第三讲， 聚焦解读毛泽东的著作 《论
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 《如何研
究中共党史》。 这有两个初衷， 一是从
哲学角度读原著。 应了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 “学哲学、 用哲学， 是我们党
的一个好传统” “要原原本本学习和
研读经典著作，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二是红色理
论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党史
研究者更广泛更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
义论》

为何让清华 “学霸”

冯契心悦诚服

让我们从当代哲学家冯契讲起 。

1935 年， 冯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进
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 1937 年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 他离开学校来到山西
抗战前线， 后来到达延安。 在他晚年
最重要的理论创作 《智慧说三篇》 里
有这样的回忆， “最使我心悦诚服的
是在抗战时期读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 “《论持久战》 特
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 它以理论
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 完整地
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 这本书
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 对
于 《新民主主义论》， 冯契感佩其回答
了时代的中心问题， 他说， “《新民主
主义论》， 我是到昆明以后才读到的。

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
‘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
的总结。” “毛泽东是站在哲学的高度
来解决问题的。”

当时， 冯契已阅读了很多古今中
外哲学名著 ， 并在学术上脱颖而出 ，

为哲学家冯友兰、 金岳霖所器重。 他
在著作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

里， 把 《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

看作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 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著作。 冯契
就是从这两本著作中认定以后搞哲学
要沿着这样的 “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
的路子前进”， 而他晚年构建的 “智慧
说” 哲学体系， 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前
进的成果。

《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的胜利何
以可能？

《论持久战 》 于 1938 年 7 月出
版， 是为迎接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而
写。 抗战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这本
著作的正确性。

从 “是 什 么 ” 到
“怎么做”， 自觉运用了
分析与综合结合的方法

《论持久战》 是毛泽东把马克思
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看家本领

的典范 。 毛泽东在 《关于农村调查 》

一文中说， “马克思的 《资本论》 就
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 先分析资本主
义社会的各部分， 然后加以综合， 得
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 冯契指
出， 《论持久战》 也是自觉用这种方
法写成的。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据。 为
何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又不可能很快
取得胜利， 而一定是一个持久战？ 根
据何在？ 《论持久战》 里第一个大标
题是 “问题的提出 ”， 第二个大标题
是 “问题的根据 ”， 即经过持久战而
获得胜利的根据是什么 ？ 指明了战
争中矛盾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 ，

包含了 “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 ” ，

“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
作战阶段之中的 ”。 由此把握了战争
的持久性和中国终将取得胜利的有
力根据 。

第二， 揭示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可
能性。 根据的展开就是矛盾在实际中
如何发展， 由此揭示出主导的现实可
能性。 《论持久战》 指出， 中日矛盾
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的展开， 将
使战争进程呈现为战略防御、 战略相
持、 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由此在亡国
和民族解放的两种可能性中， 后者逐
渐成为占优势的可能性， 这就是中日
“战争的自然逻辑”。 后来整个抗日战
争就是按照毛泽东所预测的这三个阶
段展开的。

第三， 阐明如何发挥 “自觉的能
动性” 以达目的。 前面两方面， 大体

上都是说 “是什么” 和 “不是什么”，

而 《论持久战》 后半部分 “转到研究
‘怎样做’ 和 ‘不怎样做’”。 所谓 “怎
样做” 就是要在认识全部根据和客观
过程的基础上 ， 发挥人民和军队在
“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 使民族解放
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达到驱逐日本侵
略者的目的。

与黑格尔 《小逻辑》

的三个过程完全相通 ，

并有超越

从 “是什么 ” 到 “怎样做 ” ，

《论持久战》 清晰而完整地体现了运用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的过程和主
要的环节。 冯契指出， 这里包含着三
个基本的环节 ： 开始 、 进展 、 目的 ；

黑格尔 《小逻辑》 已提到分析和综合
结合的方法包括 “开始、 进展、 目的”

三个环节。 他只是猜测到的， 作了抽
象的、 唯心主义的解释。

冯契为什么在这里提到黑格尔 ？

毛泽东在写作 《论持久战》 时， 应该
没有看过黑格尔 《小逻辑》， 但 《论持
久战》 对于辩证思维的运用和黑格尔
《小逻辑》 相通， 而且超越了后者。 我
想这是冯契在 “一口气就读完了 ”

《论持久战》 之时， 不能不感到十分惊
讶， 不能不深深地被它的理论力量所
征服。 因此， 冯契把这本著作看作是
“继 《资本论》 之后， 运用辩证逻辑的
典范”。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式的 、 特殊
的 、 新式的民主主义 ”

何以可能？

《新民主主义论》 用 “中国式的、

特殊的 、 新式的民主主义 ” 来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的时代课题。

冯契说， 《新民主主义论》 是站
在哲学高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首先
体现在分析而又综合了 “中国和外国、

特殊和普遍、 新式和旧式” 这三对矛
盾。 这里同样贯彻了 《论持久战》 所
运用的分析和综合结合的辩证思维 。

当然， 《新民主主义论》 和 《论持久
战》 又有区别， 后者分析的是具体的
抗战领域， 而前者视野更广阔了， 是
在更广泛的一般的社会革命领域中 。

冯契认为 《新民主主义论》 站在哲学
高度， 更是指它提出了 “能动的革命
的反映论”。

“能动的革命反映
论”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理论品格

“能动的革命反映论” 在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文献中是首次出现。 冯
契评价它 “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
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观点，

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所
以， 这个词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的统一。 这个概念把客观
过程的反映、 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
践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统一起来”。 冯
契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到， 当时通行的
来自苏联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成
并列的两大部分， 而能动的革命反映
论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看作统
一的整体。 这意味着能动的革命的反
映论体现了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
独特性， 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理论品格。

冯契认为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是对 《实践论》 《矛盾论》 思想的概
括和提炼， 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
出奠定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关于何谓
实事求是的解释， 充分显示了能动的
革命的反映论的精神。 因此， 能动的
革命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
国的新形态的内核。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学史明理何以可能？

学习、 研究中共党史贯穿于延安
整风。 1942 年 3 月， 毛泽东在中央学
习组作了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的讲
话。 从中可以认识到学史明理必须运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党史的哲学思
维： 立场、 目的和 “古
今中外法”

学史明理需要有哲学思维。 毛泽
东说， 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 “应该
以中国做中心 ， 把屁股坐在中国身
上。” 这是以考察事物的内因和外因的
辩证关系为依据的。 研究党史的目的，

是 “我们要把马、 恩、 列、 斯的方法
用到中国来， 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
东西。” 这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指
导的 。 研究党史的方法 ， 毛泽东说 ，

“根本的方法” 就是 “全面的历史的方
法”。 而 “古今中外法” 是其中的一个
方面， “所谓 ‘古今’ 就是历史的发
展 ， 所谓 ‘中外 ’ 就是中国和外国 ，

就是己方和彼方。” 这是把分析和综合
结合的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

具体有六个方面： 第一、 过程和
阶段， 既要分析党史的整个过程， 又
要分析发展的不同阶段； 第二、 前世
和今生，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从辛
亥、 五四开始， 从而看清中国共产党
今生的历史渊源； 第三、 国情和世情。

国际国内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应当走什
么样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应该如
何来建设自己； 第四、 主观和客观。

对于所犯的错误， 不能仅仅归结为某
几个领导人， 而要去分析它发生的客
观原因； 第五， 正面和反面， 即正确
路线和错误路线两个方面； 第六、 己
方与彼方， 研究党史不能局限于己方，

还要考察彼方即国民党。 基于这样的
立场、 目的和方法， 延安整风的党史
学习使全党明白了什么是 “中国式的、

特殊的、 新式的民主主义” 以及如何
实现这样的民主主义。

《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 将研究党史的立场、

目的、方法提升到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的 《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 》 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 、

目的、 方法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就立场而言 ， 习总书记指出 ：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为中心， 聆听时代声音， 更加深
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就目的而言， 习
总书记指出： 井冈山根据地的 “探索
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
论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
验”， 因而我们 “必须从实际出发， 敢
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就方法而
言， 习总书记讲的大历史观就包含了
“古今中外法”， 他指出： “当代中国
的伟大社会变革，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
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
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
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这就从古和
今、 中和外的大历史观， 给我们研究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怎样进行伟大社会
变革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从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到 《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 这些经典著作告诉
我们， 要学史明理， 唯有掌握马克思
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

嘉宾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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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按照“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精神，文汇讲堂党史系列讲座第三讲由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深入解读《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
党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著作，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
领”。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娟教授应邀作对话，300余名听友在长宁图书
馆聆听讲座并进行互动。
本次讲座由文汇报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

汇讲堂工作室和长宁图书馆承办。
整理 李念 金梦 本版摄影 周文强

陈卫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是我党看家本领
哲学家冯契青年时期对 《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 最为 “心悦诚服” ———今天， 我们该如何学习、 研究党史

现场互动

▲陈卫平教授

▲陈红娟教授

153 期吸引了众多青年党员前来听讲

◆◆

 毛泽东以 “人民战
争” 来理解， 方法、 阶
段、 结果与国民党人提
出的都不同

    陈卫平： 抗日战争对中国和日本

的影响都很大， 有很多中国人和日本

人都在研究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能

否先介绍一下国内情况？

陈红娟： 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
认为， 在 《论持久战》 之前， 蒋百里
的 《国防论》 和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
论》 也都提到了 “持久战”。 但蒋百里
的 《国防论》 是他考察欧洲各国后形
成的一本国防科普类读物， 书里只有

200 多字提到了 “持久 ” 的问题 ， 并
没有出现 “持久战” 一词。 而陈诚的
著作中虽涉及持久战的问题， 但毛泽
东的 《论持久战 》 不仅提出了问题 ，

给出了中国终将取得胜利的有力根据，

阐明了如何发挥人民和军队在 “战争

中的自觉能动性” 以达到实现抗战胜
利的目标， 并不是简单地在那里重复
应该进行持久战。

另外， 国民党提出的主要方法是
消耗战和阵地战 ， 而毛泽东提出了
“人民战争” 概念， 发明了游击战、 地
道战、 麻雀战、 地雷战、 水上游击战
等等， 就是将日本侵略者淹没到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去。 在 《论持久战》

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抗战的三个阶
段， 如果少了相持阶段， 就意味着缺
少了中国军队革命力量的上升和对方
力量的下降这样一个相持过程， 所以
一些国民党人的论点仍然是披着持久
战外衣的 “速胜论”。

 ?住了实践性和阶
级性， 才能写出 《论持
久战》

    陈卫平： 一些国民党人提到的持

久战与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不能相

提并论，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毛泽东讲

得非常清楚，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

个显著特点即阶级性和实践性。 从实

践性角度来看，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拥

有 10 多年来以弱胜强的实践经验。 事

实上， 毛泽东在写 《论持久战》 之前，

他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

总结了十年内战期间如何以弱胜强的

经验， 为写 《论持久战》 打下了基础。

关于阶级性问题， 我们实行全面

抗战的路线， 进行的是人民战争， 马

克思主义哲学把人民视为实践的主体、

认识的主体。 所以国民党人不可能写

出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分析论证为何是

持久战， 为何持久战一定能够获得胜

利的伟大著作。

日本人对 《论持久战》 怎样看？

 日本战犯读后 “如
梦初醒”， 找到自己失败
的根源

    陈红娟： 毛泽东发表 《论持久战》

时， 一些在中国的日本人第一时间就
看到了。 例如， 日本裕仁天皇的亲弟
弟。 他在对军队训话时指出， 现在的
日本军队是无法同中国共产党对阵的。

在 《论持久战》 发表之后， 日本
曾经出版过 《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收
录了 《论持久战》， 将它视为情报部门
和军事部门的参考书 。 有记载表明 ，

日本人斋藤在阅读了 《论持久战》 后，

深受触动和影响， 释放了八路军的情
报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 《论持久
战》 是日本战犯最感兴趣且受益最大的
一本书。 许多战犯都写下了 “如梦初
醒” 的感想， 明白了日本为何会失败。

在 1960 ? 1970 年代， 日本学界
掀起过一股狂热的崇拜， 毛泽东被他
们视为革命精神的象征 。 1970 年代 ，

日本学者竹内实出版了 《毛泽东选
集》， 刊登了不少最初版本的讲话和文
章 。 日本学者更关心诸如 《实践论 》

《矛盾论》 等哲学类书籍， 但大部分研
究毛泽东的学者 ， 都对 《论持久战 》

抱以肯定。

《论持久战 》 的借
古和通今

    文化传播者徐蓉晖： 《论持久战》

是否有中国诸子百家哲学思路的传承？

陈卫平： 毛泽东吸收了 《孙子兵
法》 的一些内容。 关于分析和综合相
结合的方法， 在荀子、 王夫之等中国
古代的思想家中都有很好的表述， 它
们是毛泽东写作 《论持久战》 的思想
基因。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 《论持久

战》 产生在抗战时期， 对于当今的世

界格局有何借鉴意义？

陈卫平： 中美博弈也将会是一场
持久战。 博弈的根据在哪里， 它的发
展过程会怎样， 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矛盾中取得主动权 ？ 《论持久战 》

不能机械套用， 但其中所蕴含的方法
与道理， 对此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