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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
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
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
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
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
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
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
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的辩证法远承古代思想家
老子，认为 《道德经》“其中有辩证
法”，近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典范。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
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
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
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
之作和主要标志。在 《矛盾论》 中，
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
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
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
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普
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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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它们
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
著”。毛泽东十分关注矛盾的普遍性，
1937年 9月，当看到艾思奇在 《哲学
与生活》 一书说“差别不是矛盾”
时，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妥的”，“应
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
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
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
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
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
点”。特殊性表现为矛盾同一的相对
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
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
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
去”。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
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
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论述了主要
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
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
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论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
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
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
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既全面论述了
矛盾的主要内容，又给出了运用矛盾
的方法论，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
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
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

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
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
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在实践方面，毛泽东一生坚持唯
物辩证法，始终运用矛盾尤其是阶级
矛盾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分析中
国现实，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社
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
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
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
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是
主要矛盾，更多地强调敌我矛盾，著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
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
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
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
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仔细区分了敌人与朋友的不同范
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
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
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
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
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强调革命就是要

“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
真正的敌人”，进而取得更大的胜利。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
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
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
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
的民族革命战线”，以彻底打败日本帝
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毛泽东更多地关注人民内部矛盾，著
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
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
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
矛盾”。毛泽东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多
种表现形式，“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
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
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
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
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
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
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
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认为人
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来
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
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主要“是
分清是非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不
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

能解决”；“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
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
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
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
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不仅在宏观层面运用唯物
辩证法，而且在各个领域也运用矛盾
方法研究分析解决问题。在政治策略
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发现了

“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现实，“任何
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
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
人”。作为领导，就是要抓两头，带中
间。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
时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
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
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把抓两头、带中
间制定为一项领导制度。1958年起草
《工作方法六十条》时，毛泽东强调：
“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
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
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
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
方法，抓两头，抓先进与落后，就是
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在军事谋略上，毛泽东运用矛盾
的方法，深谙进攻与退却的辩证法，
特别是敌方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退
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是为了更好地进攻。1936年，毛泽东
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指
出：“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
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
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
影响”；“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
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
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
而来的反攻阶段能不能取胜”。在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

“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退却战略，
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
争时期，运用“深入敌后”的退却战
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
游击战，最终实现了抗日战争的胜
利；在解放战争时期，运用“蘑菇
战”的退却战略，挫败了国民党对陕
北的重点进攻。

在经济工作中，毛泽东运用矛盾
的方法看待我国人口较多的问题，认
为既是好事，又有困难，“真正承认我
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
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
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解决的方针是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所有矛盾和
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
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

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
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
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
具体办法是“两条腿走路”，毛泽东为此
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要求
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
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
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
国的关系。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目的是要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直接的和
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外交关系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
方法，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

“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
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
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
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
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两个中间地带“都
反对美国的控制”。通过两个中间地带，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
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
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
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
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从而为当
时中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
据。毛泽东还运用矛盾的办法分析美国，
认为美国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从战
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
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
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
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
上，建立我们的策略和战术思想”。正是
基于战略自信，毛泽东对于美国是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抗美援朝是敢于斗争；
1970年，毛泽东对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说：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是
善于斗争。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坚持

“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
服从我们”。好一派泱泱大国领袖的气度
和风范！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
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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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
院长李心草近日在国音堂音乐厅结
合自己多年的“追寻音乐之旅”，
为 2023级全体新生讲授了一堂情
感真挚、启示深刻、鼓舞人心的

“开学第一课”。
李心草首先带领同学们重温迎

新音乐会尾声大合唱《领航》，通
过对其歌词的深度解读探索音乐
的内涵变化，启发同学们深入思
考一名优秀的音乐工作者如何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
过对歌词、旋律的领悟与把控，
用心挖掘、深刻领悟作品内涵，
使音乐作品经久不衰、常演常
新，把赤诚的爱党爱国之情融入
音乐作品中。

“凡事没有捷径，没有一夜成
名”，李心草作为音乐工作者，与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对
音乐事业的无限热忱、无比敬畏。

作为舞台上的执棒者、讲台上
的教育者和学校里的管理者，李心
草也语重心长地为新生指明了方
向：一是勿忘师恩，常念师情，尊
重师长，将恩师的教诲与关爱铭记

于心，贯穿在每天的学习、生活和艺
术实践中。二是珍视友谊，要珍惜在
追寻梦想道路上结识的志同道合的音
乐伙伴。三是珍惜机会，要在参与比
赛、艺术实践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
提高专业技能，积累宝贵的舞台经
验、深化对音乐的理解。四是注重
积累，要用“一步步踏实的脚印，
谱写一个个生动的音符”。李心草
说，对专业的极致追求、对素养的
不断打磨、对文化的不断感悟，是
成为德艺双馨、全面发展的音乐人
才的关键。

“一位成功的音乐家需要百分百
的天赋，加上百分百的努力。”在通
往成功的路上，天赋和汗水缺一不
可，热爱与勤奋相辅相成。李心草勉
励中国音乐学院新学子要在积极探
索、挖掘并珍视自己天赋的同时，不
遗余力地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而努力奋
斗，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用音符谱写青春乐章，用热爱点
燃艺术梦想，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
献青春力量。

（记者 杨雪）

李心草：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不遗余力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藏
族女高音歌唱家宗庸卓玛从艺45
周年画册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画册用 《梅里雪山的清纯女儿》
《恩师的培养教诲》《圣洁山谷的
天籁迴声》《感恩故土一往情深》
《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对外文
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参会议政履
行职责》《舞台艺术的回顾》 8个
单元的图片组合，真实记录和再
现了宗庸卓玛从事歌唱艺术至今
45年的足迹，形象地展示了社会
主义新时期文化艺术繁荣发展造
就了民族优秀艺术人才的茁壮
成长。

宗庸卓玛生长在梅里雪山深处
的一个小山村，家乡父老乡亲世代
传唱的藏族民歌，奶奶和妈妈的摇
篮曲是她启蒙歌唱的初始老师。
11岁被选进县文艺宣传队，走遍
了山山水水、村村寨寨；1979年
被调到云南省歌舞团，同年考入上

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深造，宗庸卓
玛的艺术之路走得扎实深入。

“40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探索，
大胆尝试，通过经常深入民间广泛
收集整理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和改
编了许多歌曲，我在演唱中把民族
唱法和美声唱法相结合，展示了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演唱风格，深受国内外广
大观众的喜爱。” 宗庸卓玛一方面
在艺术上不断精进，另一方面经常
参加下基层演出，深入到全国各地
边远乡村、民族地区，把歌声和欢
乐献给人民。

“一滴水之所以能够展示出波澜
壮阔是因为它融入了大海，”一路走
来，宗庸卓玛感恩于党和国家、人民
对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珍视和呵护。
她动情地说：“我之所以能够在舞台
上为人民放声高歌，是因为人民的哺
育和广大观众听众的厚爱。”

（谢颖）

宗庸卓玛：为人民放声高歌

由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主编，
王蒙、梁晓声、柳建伟、梁衡等
50余位著名作家创作的《百年跫
音》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8
月30日，《百年跫音》新书发布暨
研讨会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举
行，与会者围绕 《百年跫音》 畅
谈党史故事、守护城市历史文
脉、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传奇的
精神密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
席吴义勤表示，这是一部兼具历史
深度和文学美感的献礼之作，旨在
深刻挖掘和赞颂北京的红色历史。
作家们通过散文形式，以现实中的
场地、人物和文物为切入点，精心

构建了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这部作品
不仅文笔优美、富有思想性，还具备
出色的史料性和可读性。《百年跫
音》中由北京美术家协会的画家们特
别创作的画作，准确地捕捉了历史人
物的气质，与文本相得益彰，共同构
成了一幅生动而独特的历史画卷。

在吴义勤看来，全书还充满丰富
的情感和人文关怀，不仅是一部思想
之书，更是一部精神之书。它深度解
读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成长之路，为
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文脉和党的伟
大成就的新视角。总体而言，这是一
本集多维度艺术、历史和思想于一体
的综合性作品，可视为北京党史的百
科全书。 （张丽）

吴义勤：多维解读百年党史和北京文化

日前，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
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主编
的 《唐代文学研究》 2023年第 1
辑 （总第23辑）由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该刊是中国唐代文学
学会会刊，每年出版两辑，主要刊
发海内外关于唐代文学研究新
成果。

李浩表示，唐代文学是整个中
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为璀璨绚丽的
一颗明珠，唐代文学研究也是古
代文学断代研究中创获最多、成
就最为突出的。《唐代文学研究》
设作家与作品研究、文献研究、
学术评论、专题研究、学术新秀
等多个栏目，内容涵盖唐代文学
创作与作家研究 （除总体综合研
究外，包括对诗、词、赋、散
文、骈文、小说、俗文学等各体
文学及其作家的研究）、唐代文学
文献与史料研究、唐代文学理论
与文学批评研究、唐代文学与其
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唐代文学的
接受史与传播史研究、域外唐代
文学及文献研究等。

李浩阐释道，《唐代文学研
究》不仅关注唐代文学及文献本身

的研究，也关注唐代文学的接受传播
研究；不仅有对传统学术问题的新探
讨，也有对新的学术问题的发掘；不
仅有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的研究，也
有辨析考据等实证研究；不仅关注学
术动态，也关注学术史；不仅有唐代
文学研究名家的成果，也有中青年学
者的成果，还有初涉研究领域新人的
成果……唐代文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唐代文学研究》推动了唐
代文学研究不断呈现多元化、纵深化
发展趋势，在引领学术、培育学术人
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树
立治学示范的园地。

（郭海瑾）

李浩：唐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纵深化发展

黄永玉老先生过世了，享年99周
岁。按照中国人讲虚岁的习俗，老人家
享年一百岁。在记忆中我与黄永老仅见
过稀罕的两面。鬼使神差，却在他去世
前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

在他去世的前十天我应他家乡湘西
的吉首大学之邀去讲学，时间只有短短
的一天，上午与下午都安排有课程，当
晚即要返回北京。

到达吉首的当天晚上，还没下榻旅
店呢，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乾州古城万
溶江畔的“半亩方塘”小馆吃土菜。小
馆是当地的一位诗人开的，门前便有

“半亩方塘半亩荷”，当我们沿着荷塘曲
径，披沐着清风小雨，走进店堂，迎面
扑来一阵书香墨色，我脱口而出：“不
愧是黄永玉先生的家乡。”

诗人和接待我的学校老师不约而同
地问我您喜欢黄永玉啊？我说那当然，
不仅喜欢黄永玉，还喜欢沈从文，喜欢
湘西，喜欢《边城》。学校老师高兴地
说，在我们校园里，就有座“黄永玉艺
术博物馆”呢，当年黄永玉老先生回故
乡亲自设计了这座美术馆，留下了如此
隽永的建筑，以及当时几个月时间在此
地留下的许许多多珍贵的墨宝。

于是我硬是挤时间，次日早上八点
赶去了博物馆，景仰观赏之余还平生第
一次斗胆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观赏后
写下了“高山仰止”四个毛笔字，以表
崇敬之情。

离开吉首我去了成都。那几天里在
我们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的美术与设计
学院的活动与课堂中我多次提到了他老
人家。一次是在“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的岩彩壁画高研班上与同学们切磋，当
说到岩彩画绚丽的色彩时，我希望同学
们认真地研习黄永老绘画作品中的那些
丰富的画色。碰巧的是，这个高研班就
办在成都的凤凰山上我们学院的研究院
里。黄永老的家乡也叫凤凰，此凤凰彼
凤凰都是凤凰，一个让人念叨的地方。

在成都，我与美院一起还策划了一
个名为《芙蓉赋》的美术大展，企图邀
请国内所有健在的大画家都来画芙蓉。
会上当然首推的就是当今国画界最年长

的德高望重的黄永老。而在后来拟名单
时，才发现大家提到的好几位老人都已
经过世了，心里咯噔了不止一下，下意
识地对正在做记录的丁金龙嘀咕了……
不承想老人家就是在当天的清晨过世
的，还是他家乡吉首大学的乡人最早向
我报告的这个噩耗。晚上我独坐在孤灯
桌前，不禁不断地回忆起我与他仅有的
两次相见。

我第一次见到真人的他，是他在天
安门边上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黄永玉八

十艺展”，那是20年前，是我本家姑姑郁
风先生邀我去的。在现场我花了当时也算
是一笔“巨款”的700元买了他的一本画
册，我让郁风姑姑领我去请他签名，他对
我说，现在人多，一签开了头场面就乱套
了，以后你到家里来，我给你签。一晃过
去了10年。10年前我第二次是在他的家
里万荷堂见到的他。老人家居然还记得
我，并欣然为我题写了“孝”字，还特意
留下了“给郁家子弟”的上款。

他给我回忆了他与已经过世多年的郁
风姑姑的友情。他说：“你那个姑妈呀，
是我一生中不多的好朋友呢。但她总爱跟
我争执观点，跟我‘吵’，‘吵’得不可
开交时她会摔门而去。可是常常过了半
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她又乘着公共汽车
回来了，那时候只有公共汽车。她也不
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甩下一句：‘刚
才那个问题是你对了，我错了啊！’说
罢又摔门而去了。”老人家稍停片刻，
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咳！现在
啊，我常想她呢，只要电话一响，我就
会想，在电话的那头，是郁风给我来电
话了……”记得那天听完他的述说，我
流泪了。后来老人家留我们一行在他家
吃的晚饭，临别时他特别地对我说，欢
迎你再来啊！

我知道他是又想起他的老朋友了。
一眨眼又是10年。昨晚我在孤灯桌

前默默地想着这些过往，想着桌前的这盏
孤灯是一支蜡烛呢，在燃烧着，在流着
泪，想着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生。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东盟艺
术学院院长）

我与黄永玉先生的两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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