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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翻暧爽嬲与鞲揩寰明蚺篷谶

杨黎华 孙海根

当前夕“五讲
”、“四美”活动正在全国

广泛开展。这场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 文 明建

设的活动,是在四个现代化的建 设 中 提 出

来的,也是同四化建设即物质文明的建设紧

密联系的。本文拟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

明建设的联系上,着重谈谈有关精神文明建

设的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

义建设的两个方面9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

进,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讲社

会主义建设,当然首先是强调物质 文 明 建

设,即强调不断增长物质财富,发展社会生

产力。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

量,只有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才能逐步巩

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三十年来几经

折腾的经验教训也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有

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经济技术 落 后 的 国

家,不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 以实 现 农

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

主义制度的巩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9也柢本

不可能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繁荣。所以 p

正象物质决定精神一样,以经济 技 术 现 代

化为重要标志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全部社会

主义建设的基础,也是精神文明 建 设 的 基

础。但是,对物质文朋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相互关系的理解,决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

看到,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

正如列宁所说g “人的意识不仅仅反映客观

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 列宁全集》第

三十
``卷

,zz8页 ) 因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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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虽然是由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 所 决 定

的,但它又促进着社会主义的物 质 文 明建

设9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有人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

文明建设的关系只简单的归结为 物 质 决 定

精神的关系,说什么 “衣食足而 后 礼 仪 兴

嘛!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就自然上去

了:” 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

的生产建设,它和历史上任何其他一种新制

度下的生产建设一样,总是同一定的新的精

神文明建设相联系,同人们自觉 的创 造 活

动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沦告诉

我们,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就是-个从

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人们为

了直接的物质利益而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

能9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对于生产力发展所

引起的深远的社会后果则往往是不自觉的,

处于某种自发状态。但是9当新生产力的发

展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激 化 时,就 会

“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互相冲突的基础

上,在社会底新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

的社会思想。”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 联共党史》1"页)这种新的社会 思 想

即是一种新的精神文明。革命的进步的阶级

就以这种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文明,动员

群众进行社会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
立或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在新制度下推动生

产向前发展。

历史上每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阶级,都是



+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十分重视理想、

信念、道德等等精神文明的作用,并把新的

精神文明作为推动物质文明发展 的 重 要 力

量的。在中国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

期,新兴地主阶级就十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

设,因而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
“
百家争鸣”

那样的封建思想文化繁荣的景象,这个时饫

发展起来的封建精神文明9也就成为促进封

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西欧9从文艺复

兴到启蒙运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反映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9提出了资产

阶级的理性原则以及他们的自由、平等、人

权等等思想,建立和发展了以资产阶级思想

体系为重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这种

精神文明也成为资产阶级用以推动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革

命阶级,它的历史使命是要在地球上消灭一

切剥削制度,建立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制

度。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9它是十

分重视新的精神文明的建设的。早在一个多

世纪以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伟大思想

家马克思、恩格斯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反
映新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汲取人类思想文

化的积极成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

想体系。这一科学思想体系是新时代精神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9也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

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是运用它来武装群众的

头脑 9揭露旧制度的腐朽性,宣传新制度的优

越性,造成革命的舆论,指导革命的斗争 ,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入民群众

更是努力地发展科学,普及教育,深入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9培育和发扬共产主义的

道德风尚,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并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来推动社会主义的

物质文明的发展。

、我国当前的四化建设,是空前艰巨的伟

大事业。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丿b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有理想、有抱负七

积极劳动、努力工作、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

一代新人,才能担负起四化建 设 的 重 任。

如果放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 的建 设,腐

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就会自由

泛滥”污染我们的社会9毒化人们的意识 ,

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我们建国以来的

历史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加强精神文明的

建设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建设,比历史上任何

一个时代都显得更加迫切9更为重要。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联系,

不仅表现在上述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上 ,

而且还表现在它们有着共同的归宿——实现

在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

的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进行

建设的目的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生产

建设再也不是为了填补少数剥削者的欲壑,

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

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9在

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后 ,“ 通过

社会生产9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

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9而且还

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

的发展和运用。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弦2

页)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基 本 经

济规律的体现9它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既要

不断增长物质财富9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

文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 ,

同时也要不断加强精神文化的生产,创造越

来越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不断增

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9即必须把物质文明的

建设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结合起来。

有的人认为: “
精神是虚的,物质才是

实的,我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

还有的人说: “
人生一世,吃穿二字9只要

吃好,就算幸福生活。″
这种看法是对社会

生活的片面的庸俗的理解,本身就是精神贫

乏的一种表现。抱着这种看法的人根本不懂

p9,



得入类社会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鄯分,它的存

在和发展自然必须有物质的生产和生活;而

人类社会又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特殊部份,即

由有目的有意识的人——有自己精神世界的

人所组成的-个特殊部分,又必须有精神文

化的生产和生活。而且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

不断增高 ,人们在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之外 ,

将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来从事精神文化的生产

和生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9由于社 会 压 迫 的

消除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群 众 对 于

文化生活的要求将愈来愈高。他们要求有更

多的时间来读书看报、欣赏电影和戏剧”要

求更好地接受业余和正规的教育,要求有更

多的机会交流彼此的思想 9发展自己的才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的精

神文明的建设,一些人就会在精神生活中出

现某种贫乏的状态。他们或者不能用正确的

思想、高尚的
J淆

操去对待物质生活,实现健康

的物质生活与健康的精神生活的统一,得到

真正幸福的生活9或者甚而变得思想庸俗、情

趣低级,如蝇逐臭地追逐那些不健康的低级

庸俗的东西。而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残佘也

会乘隙而入,蔓延滋长,毒化我们的社会生

活,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为了

防止我们的社会生活出现精 神的贫乏 和空

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畸形状态,使亿万群

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得到

满是,我们一定要把物质文明的建设与精神

文明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实现

在-个共同的目的上。

有人担心:根据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

识、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原理,在我们

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设

起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用它来推动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又必须回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

设的关系上来。应该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是-个复杂的

·卫0●

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环节是社会

生产方式”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

面。由它决定或者说反映它的精神文明也分

为两个部分:-部分是科学、教育和文化等

等,它比较直接地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反映物质文明的水平,一部分则是人们的理

想、信念、道德、风尚等等,,它比较直接地

反映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一定生产关系相

联系的政治关系。

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中,生产力

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

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物质文明增

长了,直接反映它的科学、教育、文化等精

神文明也要相应地发展。怛是正如社会笠产

力不能直接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只能通过生

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的 中介来规定影响社

会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人们的理想、信念、道

德、风尚等精神文明)一样 9只有当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引起的其他

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引起社会革

命,引 起旧生产关系的改变和新生产关系的

出现。这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

发展才会引起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等精

神文明的变化。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运动,有的国家虽然生产力有较高发展,物

质文明有了巨大的增长,科学、教育和文化

也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尚未经过社会革命

引起社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

革,那些直接反映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的理想、信念、道德等精神文明就仍然保持

旧的落后状态,今天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

的国家就是这种情况。相反,有的国家尽管

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

水平,物质文明和由物质文明所直接决定的

科学、教育和文化等等也没有发展到较高的

程度,但是 ,由于已经有了新生产力的出现 ,

有了新的阶级出现,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

化导致了社会革命,社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



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的理想、信念、

道德等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出现崭新的精

神文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

例证。

在我国,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建立”由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的基本完成,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

制度,消灭了阶级分裂和阶级压迫 ,在生产资

料公有制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结成了平等的团

结互助的新型关系9建设社会主义成了亿万

人民的共同事业。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以

及和它相适应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

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本内容的新 的精 神文

明o这种社会主义的新的精神文明同中华民

族优秀的精神文明传统相汇合,同我们党和

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优良革

命传统相汇合,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中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发展,就成为中国人

民特有的一种精神力量、精神优势,它使过

去被人们称为
“一盘散沙

”
的中国人有了共

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道德,并且

经过共同的领导和共同的行动,形成为一种

巨大的物质力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事 业 发 展 的进

程,有力地证明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优势是至为重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

发挥这种精神优势,用革命的理想和信念鼓

舞自已,积极努力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厉行

节约,艰苦创业9迅速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

工作,顺利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这段时间,由于

我们的思想部份地偏离了马克 思主 义的轨

道,工作中出现了
“
左

”
的错误以及其它的

一些原因,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尽

管当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存在着严重困难 ,

然而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还是非常好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社会主义

的伟大前程充满了信丿b柚力皇,他们一不漓

极泄气,二不怨天尤人,而是在党领导下 ,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认真地总结经验,及
时地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这样,我们凭借这

种精神优势l,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克

服了各种困难9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

向前进。

在十年浩劫中9林彪、 “四人帮
”推行

极左路线的结果,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向了频

于崩溃的边缘,使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受到

了空前的大破坏,而且毒害了人们的心灵,

使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遭到了空前的大破

坏。他们搞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那

一套,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歪曲了社

会主义的形象,损害了党的威望多他们把人

民民主专政变成封建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

义内部同志之间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关系变

成了资产阶级之间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的关系。在他们煽动下9资本主义、封建主

义、无政府主义的毒汁四溅,党 内不 正 之

风滋长蔓延,社会道德风尚 日趋 恶 化。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破坏,又严重地挫伤了

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

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破

坏。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清楚 地告诉我

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我们战胜困难、

搞好建设的巨大精神优势。什么时候这种精

神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那时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的建设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什么时候这种

精神优势受到削弱,那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的建设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可见,社会

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来 是 相 互 联

系,交互作用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在集中力量搞四化建设的时

候9要特别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恢复和

发展,要特别重视充分发挥它的优势。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各项工作都

(下转第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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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集体所有制的关系更是这样”它的适应

性很广,经营形式更可以多种多样。大家知

道,恩格斯曾经用集体所有的概念表述过社

会公有。它说明集体所有制的范 围可 大 可

小。有的同志把合作经济看做同 集 体 经 济

并列的两种所有制关系”说我国的供销社既

不同于全民,又不同于集体”而是一种独立

的合作经济。这同样是把基本的所有制关系

同它们的变态形式混淆了。其实,合作经济

就是集体经济。我国的供销社本 来 不 应 当
“
过渡”

为全民所有制,不然,为什么现在

有些地方的农民又在组织自己的、真正的集

体商业呢?我个人的看法,全国性供销社应

当改革为萁正的集体所有。总之,从天安门

前的三个人的照象服务小组,到几百人、几

干人的工厂,以至全国性的 供 销 社,都 应

该是集体所有制。手工劳动适宜于集体所有

制形式,机械化生产也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

形式。象上海那样的爱国建设公司,从本质

上说也属于集体所有制,因为投资的工商业

者并不分红。

至于具体的经营形式,那就更多了。在

现实经济生活中,有 “
全民”同 “

全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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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元论经济工

作、政治工作以及思想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

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

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我们应当清醒

地看到,理想、信念、道德、风尚等意识形

态的东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常常落后于

社会的存在。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精 神文明

的恢复比物质文明的恢复更为困难,需要更

长的时间,付出大量的艰苦的劳动。尽管我

轶合,有 ″
全民”向 “

集体
” 曲 联 合9宥

“集体
”

同
“
集体

”的联合,还有
“
全民”

同个人、 “
集体”

同个人的联合 《个人投资

入股);而且联合的程度有的紧密,有的很

松散9有的是你出技术装各我提供原料,有

的是共同投资。此外还有跨行业、跨地区的

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经营形式9它们

不仅没有改变和打破原有的所有制界眼,而
且多数还是以原有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怎

么能说它们是新的所有制关系昵?当然9这

些新的经营形式的出现,会引起所有制关系

的某些变化,将来在发展中也许会形成为新

的更高形式的所有制关系,但现在就下结论

还为时过早。这些经营形式以后肯定还会出

现很多。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都

应当欢迎。但是,目 前还不能说这些经营形

式上的新变化等同于出现了一个个新的基本

所有制。如果不区别基本所有制 同经 营 形

式的界限,我们就会眼花缭乱,无法把握事

物的本质了。

根据上面的理由,我认为在研究我国社

会的所有制结构时,从方法 论 的 角 度看,

有必要把基本的所有制关系同具体的经营形

式区别开来。

们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今后还会遇到新的

困难,但是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抱负的9任

何困难都吓不到我们,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

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有利的条件,只要我

们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我

们就-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达到振兴中华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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