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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1月中旬，我和妻子以及在美国和澳洲工作的儿子、女儿回老家福州为我父母亲扫墓后，
回到了我工作大半辈子的第二故乡上海探亲观光。
本想匆匆地来，悄悄地走，但我从墨尔本回国的消息还是很快传开了。
以前的学生，如今在各行各业里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有的成为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为
党政机关里的业务中坚和部门领导，他们纷纷登门探望我，一些远在外地的学生也乘飞机专程赶来上
海看我。
年迈的我和事业有成、风华正茂的众多弟子们欢聚一堂，叙情抒怀。
在上海短暂的日子里，我深深地沉浸在浓浓的师生情谊之中，深切地体会到了当教师的自豪和学生们
对老师的深情厚意。
　　在一次学生宴请我的聚会上，学生们提出要将我以前的论文和专著中的精华部分汇集起来，编辑
成一本文集，作为我从教50周年、年满80周岁的特殊礼物。
起初，我是极力反对的，我认为我虽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与研究方面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写了一些论文
和专著，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的岁月里，国内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尚存在不少时代的局限
，所以，我不太同意重新汇编出版以前我的有关论著。
　　可是我过去的学生，如今有的业已成长为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坚持我过去的著述
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有的观点新颖、独特，有影响，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他们认为重新汇编出版我过去从教时撰写的一些论著，可以总结学科建设的经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
学与行政学的学科发展。
经他们一起商讨，拟订了汇编出版计划，分头收集我的论文和主编的有关政治学专著，精心挑选和整
理，最终形成了这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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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益·权力·政治发展：王松教授政治学研究50年文集》汇集了王松教授从事政治学研究50年
所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35篇，按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政治发展、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政治发展、政
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政治发展等内容予以编排。
附录部分收有王松教授的学生撰写的纪念文章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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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政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政治学的伟大变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论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论自由论专政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科学概念资产阶级的人权与特权怎
样看待资产阶级民主如何正确评价普列汉诺夫试论科学无禁区崇高的理想，顽强的斗志——纪念马克
思逝世一百周年二、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政治发展经济利益多元化及其理论思考论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指
导思想一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与行政管理一体化经济利益多元化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经济利益多元
化与社会行为规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答记者问经济利益多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发
展——答记者问三、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论列宁关于国家机构改革的途径论列宁的民主作风
与集体领导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析要论加强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根本指针—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国家管理思想的体会必须视对行政环境的研究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市场
经济的转轨的工商行政管理的强化四、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政治发展积极开展政治学研究促进政治体制
的改革略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体系政治学十年：回顾与展望——访王松教授社会主义学说在斗争中
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作序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马克思主义原著
导读》作序颂管理学热——兼评《现代行政管理学》一书培养政治学研究生的回顾和思考附录王松教
授与华东师大政治学学科建设师恩难忘师德至上——感念王松老师对我们的栽培与时代共进的学术追
求书山有道师引路——记敬爱的王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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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一些学者还借口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许多问题都还是空白的，因
而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普遍真理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
这又是海外奇谈！
我们说，在任何领域，包含政治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也永远不是教科书式的说教，马克思教
会我们提出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但没有事先就把全部答案教给我们。
特别应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更短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规律有些比较清楚，而许多问题尚需探索。
马克思只是预言过共产主义社会和它的初级阶段，没有亲自实践过社会主义，因此他的伟大理想只能
是大致的设想，指出科学共产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不可能很具体。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还很年轻。
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
这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过时”，它仍然是我们的行
动指南。
今天，我们生活在进行着各种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改造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的灵魂。
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科学思想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这样我们政治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和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符合人
民的利益。
对马克思主义抱怀疑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而停留在现有的结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
义采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也是极其有害的。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
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
推进。
”现实生活要求我们必须对一百年来现实生活的变化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必须对我们在新时期所面临
的一系列新问题从理论上给以回答。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为了善于运用它的政治智慧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为建
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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