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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红旗》报道员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
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
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
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
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论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
为二”与“合二为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场论战，本刊编辑部在
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有高级党校的干部和学员多人。会后
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访问。
　　现将座谈和访问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早在艾恒武、林
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几年来的情况说，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
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 。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
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 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
命的、反科学的学说。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
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
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
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
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
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
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
“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
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 。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
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
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
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 ，
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
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
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
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
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
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立面的统一 、矛盾的统
一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
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
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
“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
“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
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
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
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
少了，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杨献珍同志的
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
　　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同志
商量，杨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恒武说，当
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面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
又去询问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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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不久，杨献珍同志又给艾恒武、
林青山鼓气说：“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
　　这样，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 ，从高级党
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级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
个原则问题的争论，是革命辩证法同反辩证法的争论，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讨论这个问
题。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诉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讨论大为不满。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杨献珍同志的
“合二而一”论的文章 。
　　这时候，高级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
一”论。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论。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争论。一方面，有一部分人
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论。
　　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论给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
讨论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许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还
举行了多次座谈会。
　　目前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规律，承
认不承认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高级党校大多数学员和工作人员，从杨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认识
到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
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杨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
’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
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
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一方必
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结果导致旧统一体的破裂和新统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
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见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
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承认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
此，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
法，促使矛盾转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
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
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
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
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
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为一”的观点
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
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
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
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
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 起的本事”，正是表
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
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
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
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目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
“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许多人，起
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争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大同小异的说法。例
如：有的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语之争、词句之争，并且说什么在课
堂上讲课，谁能不说一句半句错话。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
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说这样才不会
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 性为
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
有的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综合方法，说它们都是辩证的认
识方法的组成部分。这些说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而已。
　　许多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在确定的含义；杨献珍同志提出的
“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
　　“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
一规律的实质。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则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这场哲学论战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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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
是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
利益同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
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
样，在哲学战线上就表现了两种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
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
级的革命哲学。
　　现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
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
行。在我们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
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
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
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
“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
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
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
级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现这场论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在政治领
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锐
化起来。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
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拚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
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经济、政治战线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
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
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
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中。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
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看
来，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
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
大提高一步。
　　（原载《红旗》１９６４年第１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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