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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根本规律。"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是认识事物的
根本方法。辩证法要求我们在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毁要在薪一中把握对立，又耍在对
立中把握统一。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避免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
或右的错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
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 "合二而一" (见(明)方以智着:《东西均》) 来表
达的。

物体间的作用相反作用"合二而一"成为物体的机械运动。物体内分子间的吸引相排
斥"合二而一"构成物理运动。原子的化合相分解，"合二而一"构成化学运动。化学元素中的
碳、氢、氧、氮等结合成的蛋白质有机体的同化和异化"合二而一"，构成新陈代谢的生命运
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上层建筑"合二而一"构成人类社会运动。理论和实践"合
二而一"构成人类的认识运动。所以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
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2)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杜会、思惟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
是"合二而一"的。

"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同志说:"事物的
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3)客观世界本来是这样
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要求人们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看成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列宁说:
"对立面的同一(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就是承认(发现)自
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相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
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相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
统一来认识。"(4)

 (二)

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要按照事
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5)究竟怎样才能认
识事物自身中的矛盾呢?也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来分析、研究"合二而一"的事物呢?这个方法
就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
的实质。"(6)毛津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教导我们说:要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
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7)只有从矛盾的各方
面着手研究，了解它们每一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双
方各用何种具体形式相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
反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方法相对方作斗争，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方法是认识
事物本质、内部联系的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方法。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
要"一分为二"。"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当前整个人类世界，则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为一，以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全世界人民群众的革命势力为另一方;全
世界的革命势力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世界的形势是东凰压倒西凰。对全世界进行这样的分



析，就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认识了世界
矛盾，找到了世界人民的革命势力是主要方面，革命的政党就应该鼓励群众、组织群众举行
革命的战略进攻，而不应该战略上保守、退却。

用这个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两种成分或因素，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壮大，资本主义
成分则逐渐被削弱，直到最后被彻底消灭。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过渡性质的社会。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

不仅分析时代的性质、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这样，就是分析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
区、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也莫不如此。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也都是由它们本身所
包含着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都是"合二而一"的。因此，在我们认识它们、分析它们的
时候，也必须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不论它的成绩有多么
大，优点有多么多，但是，它不会是尽善尽美的，一定会有某些缺点或薄弱的环节。同样的
道理，一个后进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虽然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错误，但是，它也不会是一无
是处，也一定会有某些成绩、优点和可取之处。

对一个同志进行分析，也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同志，虽然他的水平比别人高，优点比
别人多，能力比别人强，工作成绩比别人大，但是，也不会是十全十美，自璧无暇的，也会
有某些缺点或不足之处。对一个毛病较多的同志来税，他也一定会有他的优点或长处。

正是因为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一分为 二"，这是普遍
的。

和唯物辩证法相反的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孤立的、片面的和静止的观察事物，不承认统
一物中包含着对立的方面，也不能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他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内部
联系。用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人类世界,就不承认世界上现实存在着的基本矛
盾，不能引出革命的结论，而是引出相反的结论。用这种观点和方法来看性会主义社会，他
们就否认矛盾、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因而认为作为无产阶级压迫剥削阶级的暴力机
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不必要了，应代之以"全民国家";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工具

的先锋队—共产党也成为不必要的了，应代之以"全民的党"。 
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一部分人，在看问题的时候，往往也不自觉地运用了形而上学的

方法，只看到矛盾的一方面，看不到另一方面。观察事物时往往绝对化，好就是绝对的奸，
坏就是绝对的坏。不是"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而是把相反的两个方面绝对地对立起

来，犯了主观、片面的毛病，不能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和在对立中把握统一,而是在绝对不能相
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看不克事物是"合二而一"的，也不能在分析时把
事物"一分为二"。用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自己、本单位、本部们和本地区的工作，往往
就会只是片面地看到优点、成绩和长处，看不见缺点、错误和短处。用这种方法来看别的同
志、别单位、别部门和别地区，就只会看到缺点、错误和短处。这样就使自己的工作失去了
发展、前进的动力。就必然要产生夜郎自大、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有害的情绪。

唯物辩证法不仅承认客观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我们分析事物时要坚持"一分为
二"的方法，而且认为统一物中对立着的两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并不是永运不变的。矛盾的主要

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要互相转化。所以，在运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时，要注意找出其
互相转化的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和政权，剥削和压迫无
产阶级，资产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劳动
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在斗争中改变阶级力量对此，使无产阶级由原来的矛盾的次要方面，
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夺取全国政权、推翻旧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问更高级形态转化，
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又例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一个
人、单位、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并不是找出成绩和错误、优点和缺点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遵循着矛盾双方、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互相转化的规律，找到发扬成
绩、优点、积极因素，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落后的转化为先进
的，先进的更加先进的条件。这样来分析事物，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现实存在着的对立两方
面的特点，而且可以使我们认识事物的发展，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辩证法的分析方
法，会使我们谦虚谨慎，虚怀若谷，永不自满，不断前进。

只有坚持"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内部矛盾和转化的条件，找到变革
事物的方法，才使认识由物质变精神。

(三)

我们革命者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
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8)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事物，认识了"合二而一"的事物
的发展规律，就要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制定改造世界、办理一切事业、处理一切问题
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推动事物铸化、发展。

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
来。

我们的党对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这种矛盾斗争转化的条件，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总路线的建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
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
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
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9)这条总路线被全世界革命
政党和群众所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党和毛津东同志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制
定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已经基本上实现。在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工作中，包合着许多互相对立的方面。首先就要找到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统一起来
的条件。在工作中把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
"两条腿走路"。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着对立统
一规律。多快和好省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多快和好省二者之间有矛盾;
但多快又不能离开好省，离开好省的"多快"，实际上不能多快;好省也不能离开多快，离开多

快的"好省"，实际上也不能达到好省。我们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对"合二而一"的
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找出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的条件的前提上制定的。
例如:在分析了国民经济两大生产部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把工业和农业两个对立的方面结合

起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
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社会矛盾。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政权，是把对人民内部的
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实
行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片面的集中，片面集中就会变成官僚主义;民主
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不是片面的民主，片面民主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每个单位、
部门和地区，无论先进的还是后进的，都有优点和缺点，所以在此年赶帮运动中，后进的不
仅要向先进的学习,而且也要用自己的长处来帮助先进的克服短处;先进的不仅要帮助后进的，
而且也要向后进的学习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因此，要"帮中有学，学中有帮"。我们革
命队伍中的每个同志，都有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优点是主要的。因此，在作思想工作
时，就要把批评和表扬结合起来，以表扬为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运用辩证法，根据
事物发展规律制定的;我们执行它的时候，也必须遵照辩通法的方法，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

来，"合二而一"。这样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的实践,才能达到改造世界、处理工作、
解决问题的预期目的，使精神变物质。

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
的方针、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就是
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方法。学会这个方法，对实际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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