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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为我的书举行这样隆重的会，感谢李瑞环同志亲自到会讲话，感谢李铁映同
志到会讲话，也感谢到会讲话的同志和没有来得及讲话的同志们。
　　同志们讲了许多美好的话，我把这些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有些话实在当之有愧。
　　我在1935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在上海开始过自学和写作的生活，也参加当时的
救亡运动。
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60多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绩实在很有限。
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曾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
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
可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
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
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
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
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
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
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
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
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
60多年来，我曾多次犯过错误，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理论和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
需后悔。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
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和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
稍微涉及政治和理　　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
的危险。
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
无人敢提出异议。
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
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间，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或者大有改变。
但积重难返，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需要做
更多的工作。
　　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
当前的政治，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践中和理论中的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并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拘束，大胆地又是用最
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毕竟我已老病，不能做多少工作了。
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追随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大军，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
谢谢同志们！
　　胡绳　　1998年12月22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3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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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绳集》为胡绳同志近半个多世纪所发表的文章、论文及演讲和访谈等的精选汇编。
全书分上下篇、共收录26篇文章。
其中解放前7篇、解放后19篇，这些文章或论文能突出地反映胡绳同志的治学态度和基本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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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绳（1918—2000）历史学家，哲学家。
江苏苏州人。
北京大学肄业。
1935年9月参加工作。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至1998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5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
草委员会副主委。
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副主委。
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在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论文集《理性与自由》、《枣下论丛》
，编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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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作者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上篇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
考察谈思想与思想自由评冯友兰著《新世训》论“诚”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论所谓“毕其功于一
役”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下篇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读书笔记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
个问题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关于防“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
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
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马克思
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几个问题——《百年潮》访谈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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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冯先生所主张的“行忠恕”的生活方法也可以这样来看。
照冯先生的解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是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
”假如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以这种方法待人，这社会的确是一个好的社会。
但这样的好社会在现在还是理想而不是现实。
　　冯先生自己指出执行忠恕之道的一种困难说：　“或可说：讲忠恕之道者，都以为人的欲恶是相
同底。
如人的欲恶是不相同底，则此人之所欲，或为别人之所恶。
如此人推其所欲，　　施于别人，则别人适得其恶，岂不大糟？
”是的，这是一个困难。
冯先生自己对这困难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
他说：“凡关于人底学问，都是以人的大致相同为出发点。
生理学及医学以为人的生理是大致相同底。
心理学以为人的心理是大致相同底。
若在这些方面，每人各绝不相同，则即不能有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
”但是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都是把人当做一个自然的动物来处理的，而关于生活方法的学问却不能
不把人当做一个社会的动物来处理。
前者与后者，不属于同类的学问，不能相提并论。
倘以“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色，有同美也”，来证明人在社会的行动中欲恶也是相同的，那
就是“不知类”。
人在生理的行动中的欲恶即使也有相互差异，却如冯先生所说的是“大同小异”，好比人人都好吃美
味是“大同”，有人好吃鱼，有人好吃熊掌是“小异”。
但是在社会的行动中的欲恶，以全社会的范围来说，现在都还不仅没有“大同”，而且有大异。
　　正因现实的社会还不是在大同世界中，所以在人与人之间还有着许多不理想的关系。
有侵略者，也有被侵略者；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有哀哀无告的小民；有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也
有还不了债的穷人⋯⋯以忠恕之道劝告侵略者、统治者、高利贷者纵出发于善良的心地，但其奈于事
实无补何？
而且坏人未始不可以在某些行为上利用冯先生的“忠恕之道”。
人们可以说：我自己喜欢人逢迎，所以我也逢迎人；我自己喜欢金钱，所以我也用金钱收买人⋯⋯而
假如向被压迫被欺凌的人讲忠恕之道，难道是教他们用忠恕之道对付敌人么？
冯先生曾说，在某种社会中要尽某种人伦，所谓人伦本来只指父子兄弟朋友这一类的，但是“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毕竟还只是个理想。
在这个战斗的时代中，不能不公开承认敌人也是“人伦”中的一种，而且是重要的一种，因为生活在
现代社会中，人是不能不除了学会怎样对待朋友外，更要学会怎样对待敌人的方法。
冯先生解释忠恕之道说：“一个人于待朋友的时候，对于每一事他只须想，他所希望于朋友者是若何
，则当下即可得一行为的标准。
”这正是说明忠恕之道是只能实行于朋友之间的。
而很显然的，在敌对的关系中，我们却绝不可能从我所希望于敌人者是若何得到对待敌人的行为标准
。
我们是希望敌人投降，而我们自己则永远坚持立场；我们是要一面消灭敌人，一面要保存和发展自己
。
这正是在现实社会中所必要的非忠恕之道。
或说，对待敌人也仍是可以实行忠恕之道的。
真理与正义倘若其实是在敌人方面，我们就愿意放弃自己立场，投降敌人；真理与正义是在我们方面
，我们也就可以要求敌人放弃立场，投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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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固然可以讲得通。
但是在这里决定行为标准的，显然并不是忠恕之道，而是真理与正义了。
　　于是冯先生所说的“忠恕之道的好处，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为的标准，即在一个人的自已的心
中，不必外求”。
“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欲与不欲，正是一般人日常所有底欲或不欲”就说不通，而冯先生所主张的作为生活方法的忠恕之
道也就行不通。
　　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亲的关系外，还有对敌的关系。
有对敌关系，不能不有斗争。
不过冯先生以为“提倡人与人斗争者是讲不通的”，“可以提倡者，只能是团体与团体问底斗争，不
能是团体内底，人与人的斗争”③。
但是既承认有团体与团体问的斗争。
也就不能不承认这团体内的人与另一团体里的人之间的斗争。
对汉奸的斗争固可以说是爱国者的团体与汉奸的团体间的斗争，但譬如说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过去几
年内就直接地露骨表现着爱国者与汉奸之间的人的斗争。
在现实的社会中，团体与团体间的斗争，真理与伪理间的斗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理性与反理性
的斗争都不能不具体表现为人与人间的斗争，这是人在现实社会的生活中所回避不了的。
　　在社会中还有反理性，有非正义，有伪理。
这自然表示这社会还未至理性的完善。
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还不得不包含着斗争，还不得不一面以忠恕之道对待朋友，一面以坚决的斗争对付
敌人，这种生活确也不能说是理想的完善。
但假如理想的生活是没有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的，那么为了得到这种理想的生活和作为这种理想的生
活之根据的理想的社会，人们却不能不采取斗争的手段，这正像人们有时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达到
世界和平的目的一样。
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然而却是现实的、合理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就不能不用这种表面上看去是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生
活。
这种矛盾的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一面承认现实，一面追求理想。
承认现实就是要使生活适应现实，追求理想就是使生活向理想推进。
但是这又并不是说．把生活划分为二部分，　一部分足承认现实，一部分是追求理想（冯先生的划分
“应该做”与“愿意做”就是这样的）。
而是说：这两者是同一生活中的两方面，在每一生活行动中，同时是承认现实，同时是追求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两种人。
一种是所谓空想家。
他们只知道追求理想，从来不打算承认现实。
但因为他们抹煞现实而追求理想，却无能力认真改革现状，在实践上就只得向现实投降。
另一种人是只肯承认现实而不敢追求理想，因为他们无理想，所以他们把现实中的一切既成要素都看
做是不可触犯的理想，那就更是直接为现状保镖了。
道家思想属于前一类型，儒家思想属于后一类型。
儒家思想建立了为身分等级制辩护的道德规律与理论。
所以2000年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保护神，那是不待细说的，像《新世训》中从《大学》上来说明忠恕之
道的“所恶于上。
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等语，正是封建等级制的合理化的说明。
至于道家思想，虽然像是极高超的理想主义，但是向其反对方向的移行也是非常明白的。
因为道家生活的出发点是“绝圣弃知”、“返朴归真”，所以主张要“毋以人违天”，要“率性而为
”，所以要“从水之道不为私”，“以鸟养鸟”。
但是生活到底不是专对“水”、“鸟”这种自然物，还要对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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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是人与天合一，实际上还要过“人间世”的生活，也就不得不讨论如何应付人间世的问题。
而根据其一贯的逻辑，就自然只能主张：“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
达之人于尤疵。
”（庄子：《人间世》篇）这就是说，在外形上一切随和旁人，旁人怎样，你就怎样应付他。
但求无过，使人无疵可寻。
纵然还有“心莫若和”的保留，但是在事实上已和从俗附世的人并无不同，是向丑恶的现实投降，并
且加以支持了，是一种最可卑的市侩主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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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绳集》大胆地又是运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料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从哲学上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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