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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黄枬森先生出生于 1921 年 11 月 29 日，四川省富顺县人。1942 年

进入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3 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

系学习，抗战胜利各校复校后，于 1947 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进入哲学系作研究生。1950 年起历

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1981—1987

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81 年始任博士生导师。1981—1996 年任

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83—2000

年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90 年起任 《北京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主编、编委会主任、顾问，1991 年起任北京大

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1998 年起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2011

年起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先生还历任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顾问，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黄枬森先生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著述颇丰，建树很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研究成果大量

问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人学

等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近年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研精

覃思，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论著，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创新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

成果、学术风格和学术贡献，堪称典范，受到学界同仁的景仰。

为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先生的研究成果，满足哲学研究工作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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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读者的学习阅读之需，我们对先生卷帙浩繁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全面

梳理，并从中精选出比较重要的文献，从 2011 年开始编辑出版 《黄枬

森文集》精装版，到 2012 年底共出版了六卷，计划出版八卷。这次出

版的全六册平装本，是在原精装本的基础上，补入了先生上世纪 50 － 80

年代期间所创作但从未公开发表过的 《两种实践观》、《试论 “左”右倾

错误的思想方法论根源》等多篇论文，不仅针对性强，而且论证之严

谨、分析之深刻、行文之晓畅，实在值得熟读之、深思之。

《黄枬森文集》简装本分两部分，共六卷。所收文献按照编年与分

类相结合的方式编排。第一部分为论著，由第一、二卷构成，主要收录

先生自 1983 年以来有关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创新、人学、社会文化理论等方面的著作 20 多部，近 110 万

字。第二部分为论文，由第三至第六卷构成。其中，第三、四卷是哲学

论文，主要收录先生自 1954 年以来有关哲学方面的论文 90 多篇，近
100 万字; 第五卷是人学论文，主要收录先生自 1983 年以来有关人学方

面的文章 50 多篇，近 50 万字; 第六卷是社会文化理论方面的论文，主

要收录先生自 1984 年以来有关社会和文化理论方面的论文 40 多篇，50

多万字。

为完整真实地再现黄枬森先生的学术历程，我们尽量保持所收著述

写作时的原貌，只是在编排上按照统一的体例作了必要调整，并对原版

中的个别排印错误进行了校勘和订正。

由于上世纪铅字制字不便以及电脑排版字库里未收入异体字，因此

很长一段时间里，先生发表的文章、著作中的署名 “黄枬森”、 “黄楠

森”两种写法同时存在。随着电脑字库容量增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管理日益规范， “黄楠森”的写法已经不再使用，本 《文集》

亦统一使用 “黄枬森”。

编辑黄枬森先生近 60 年来数百万言的丰富著述，是一项浩大的工

程。尽管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尽心竭力，但由于学术水平和编辑经验所

限，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恳望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黄枬森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3 年 1 月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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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即将年届九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生涯也已超

过一个甲子，承蒙中央编译局的大力支持，编辑委员会和中央编译出

版社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帮我梳理了一遍点滴积存的文字，竟也有数

百万字可以出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回顾我走过的学术道路，既没有我的老师们那么多独立著述的鸿

篇巨制，也没有现代中青年学者洋洋洒洒的一部部专著。我所写的文

字，多是集体成果的一部分，再就是跟随时代脚步的思考记录。如今

出版社嘱我为这些文字写个序言，思来想去，我的观点，我的经历，

我的心得，都在这套书里了，一定要说什么，就谈谈我这几十年来经

常在思考的几个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吧。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的关系问题。

记得 60 年前北平解放后不久，北京大学在广大教师中开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习，我和一位女教师之间发生过一场争论。她认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是一种政治理论，不是学术，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服务

的，而学术应该是中立的。我则认为它确实是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以

及全人类服务的，但它不仅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述，同时还是一种科

学的理论，而这一点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逻辑论证的，它是意识形

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

后来我的认识渐渐更加深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与

学术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可以一致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决定的。但在现实中，这两种性质又常常处于矛盾之中，要使它们一
Ⅰ



致常常需要作艰苦的努力。“文革”中，它的意识形态性曾经压倒了它

的学术性，以致 “文革”后十多年，尽管它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渐

渐得到结合，人们还时常感到 “心有余悸”。这个结合的过程并不容

易，结合不好的现象在两个方向上仍然广泛存在，以意识形态方式处

理学术讨论固然有之，以学术名义排斥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常见。要

把二者高度地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关系问题。

我自从接触马克思主义以来，就明确地知道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从事实践活动的思想武器。既要指导实践，其理

论就必须是科学的。这决定了它的实践性和科学性是不可分的———没

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会变成纯经

院主义的东西; 而没有科学性，它就不会有指导实践和改造社会的强

大精神力量。列宁有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万能就因为它正确。

我长期在学校里工作，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科研，深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实属不易。但我一

直在努力这么做。近 30 年来，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努力从实践

方面加强它的科学性，即根据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发展去改进它，

使它更加真实，更加完整，更加严密，这样，它就会有更强大的精神

力量去说服人民群众，更有效地指导实践并改造社会。马克思主义哲

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充分的实践根据，一百多

年来在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指导实践的强大力量，在

今天，仍然指导着我国走向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然，它

也需要不断提高科学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它的发展和创新，

正是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应该承担起来的任务。

现在学术界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认为哲学根本不是科学，辩证

唯物主义脱离实践，是教科书哲学，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实践的哲

学。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排斥科学性只要实践性吗? 或者反过

来说，实践能够离开科学指导吗?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不

能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离开科学之路，只有加强它的科学性，才

能加强它的实践性，反之也一样。实践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就能互
Ⅱ



动共强，分开来只会两败俱伤。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问题。

传统哲学都是个人的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它的最大功能就是

使哲学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可以得到终极关怀，活得心安理

得。当然，个人的哲学也能形成门派，有一个小小的集体，但它基本

上是个体性的。也有个别的哲学成为广大群众崇拜的对象，但其性质

仍然是个体的，广大群众只是它的信徒，不是它的创造者。但马克思

主义哲学却是集体的事业，这是由它的科学性质所决定的，因为科学

总是集体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是由个别人创立的，但任何

人都可以为它的发展做贡献，就像其他科学那样。当然，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体性的，因为它终归要存在于成长于一

个个个人的思想中，没有游离于个体思想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

不是黑格尔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

成为个人安身立命之处，给个人以终极关怀。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需要终极关怀的。他不会从极乐世

界、天堂、永生中去获得这种关怀，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他

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告诉他，人是不可能超越自然去求得什么最后

的慰藉，人只有遵循客观规律的必然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知

道共产主义———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许多共产

党员正是在这种伟大而壮丽的理想的鼓舞下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

这个目标比极乐世界、天堂、永生这些虚幻的目标能够给人以更实在

的关怀，因为它是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给了我科学的思想、智慧，而且给了我科学

的理想，使我活得更加清楚、明白。我庆幸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如今，我借助这套 《黄枬森文集》把我一生的所

思所想奉献给广大读者。为此，我再次感谢帮助我做到这一点的中央

编译局、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编辑委员会的辛勤

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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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 1

群众路线
*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一、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工作方法

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对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对

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的同志，未尝没有

为人民服务的善良愿望，但由于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工作方法不对

头，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人民蒙受或小或大的损失，至少也不能出

色地完成人民委托给自己的任务。当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已经具备

时，认识方法对不对头常常成为成败兴亡的关键，这类事例在革命史

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中，为了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干劲以外，还要钻劲，钻劲就是努力思

想、善于思想的劲头，如果我们掌握了科学的认识方法，我们的钻劲

就如虎添翼，可以独创出许多新的东西出来，并出色地完成在过去认

为不可能完成的业绩。“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在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1 月出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黄枬森文集 ( 第一卷)

这个口号中的 “十分指标”和 “十二分措施”都需要正确的认识方法

的帮助，才能制订得既先进，又能保证实现。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和

干部在认识方法方面有许多创造，而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又非常迫切，

在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工作方法提出了

许多具体的指示，决不是偶然的。

什么是正确的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呢? 正确的认识方法、工作方

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就是党的

群众路线。大家知道，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它是党的政治路线，

也是党的工作方法。关于这点，刘少奇同志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

书中已经有过详细的说明，1956 年 9 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说道: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

的群众路线呢? 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 在一方面，它认为

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 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

服务 ; 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

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

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

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

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

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

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 《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 ‘将群

众的意见 (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 集中起来 (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

统的意见) 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

去，见之于行功，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

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

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① 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公式就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是 “群众—领导—群众”。

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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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规律、认识方法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是

一回事。人们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时，最容易记起的是 “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或 “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至于 “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 “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常常不被

看作认识论的公式。其实，这两个公式完全是一回事。从实践到认识

的过程，就是形成理性认识的过程，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就是把理

性认识加以实现的过程。实践是谁的实践呢? 人民群众的实践。由谁

来实现理性认识呢? 人民群众。“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

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

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

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

想，还要用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

理的过程，就是 ‘从群众中来’的过程; 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

人的过程，就是 ‘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

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 : 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

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

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

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

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

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①

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来加以阐发

以外，还应该把它作为党的认识方法、工作方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来阐发。本文就是要从这方面来阐发群众路线。

这样来阐发群众路线不仅在认识方法、工作方法方面有巨大意义，

而且在和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斗争方面也有巨大意义。大家知道，在今

日，认识论已经成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必争之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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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由于科学的发展，由于唯物主义的影响愈来愈大，现代资产阶级哲

学家们对于世界的客观存在、世界的根本起源等问题都采取了逃避的态

度，专门在认识论方面进行投机。他们对 “认识”、经验、感觉、概念

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进行了烦琐的分析，企图使唯心主义在认识论

领域中盘踞下来。实证主义之所以流行，原因就在这里。实证主义的流

派之一的实用主义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胡适认为杜威是哲学史上的 “大

革命家”，因为他把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杀了，“不了了之”了。为什么

杜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胡适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怎样了解 “经验”，

“一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唯心唯实的争论都只是由于不会懂得什

么叫作 ‘经验’”。因此，胡适认为 “经验是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实

用主义者的这种企图完全是徒劳无功的，认识论领域内没有他们的容身

之地。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驳斥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观点，将是极为有力的。本文将以实用主义为代表，对认识论中的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行驳斥，因为实用主义观点不仅是现代资产阶

级的重要流派之一，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深远的影响。

二、实践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实践的概念引入到认识

论里面来，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使认识论发生了一个真正的革

命，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认识论问题，彻底粉碎了唯心主

义和不可知论。由于实践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

敢正面反对实践的观点，而用曲解实践概念的办法来反对实践的观点。

因此，有必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实践。

什么是实践呢? 毛主席说: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

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

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

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

所参加的。”① 实践首先是生产活动，其次是阶级斗争、政治活动，再次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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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教育活动、道德实践等等。

在唯心主义流派中，强调实践的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强调经验，

而实用主义者自认为在对经验的了解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把

经验了解为实践、行动，他们强调实践的效果。列宁说: “实用主义嘲

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宣扬经验并且仅仅宣

扬经验，承认实践是唯一的标准……”① 但是，实用主义所了解的实践

是形而上学的和唯心主义的，是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实践根本对

立的。下面我们就针对实用主义对实践的了解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

实践观。

第一，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不是应付环境。实用主

义认为 “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胡适公开讲，动物和人

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种类的差别 ; 蛆虫、蜜蜂和人的活动都是

应付环境，只有程度上高下之分。他们认为这是进化论的观点。其实

这是反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适应环

境的活动有根本的区别: “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

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 ; 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

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的

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② 不仅生产活动是改造世界的活

动，阶级斗争也是，它是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人民群众不是消极地

适应社会，而是积极地改造它来适合自己的需要。革命就是改造政治

制度和经济制度来适合新阶级的需要。其他实践活动也是改造世界的

活动，其中包括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

第二，实践是客观的活动而不是主观的活动。实用主义不仅认为实

践是适应环境，而且把环境看成是主观的。他们认为环境不能脱离人的

应付活动。杜威认为，存在就是我所对付的、占有的、享受的，就是我

的经验。这样，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应付环境成了纯粹主观的活动，因

此，实用主义的实践观，不仅是形而上学的，而且是唯心主义的。

①

②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52 页。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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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客观的，是物质之间的关系，是物质的人与

物质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谈到改造世界时，是以世界的客观存

在为前提的。实践活动是人和客观世界的直接接触，人的认识之所以

能直接接触客观世界，也正因为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上面所谈到的各

种实践活动，都是客观的活动，都不是仅仅在主观范围内的活动。即

使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也是实实在在的活动，而并不是虚无缥缈的。

第三，实践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实用主义认为

实践是个体的活动，他们从来不谈集体，当然更不谈人民群众的集体，

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人民群众。他们只谈我。“经验是一个活人
獉獉獉獉

与环

境的交涉”，“是我
獉
对付物、物对付我

獉
的法子”，“真理是这个时间、这

个境地、这个我
獉獉獉

的这个真理”， “是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的实

践观，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单纯的个人的活动，当然只能是应付环境，

而不能改造环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首先是社会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

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就没有个人的实践。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实践

都不能脱离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实践，他的实践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

而是整个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一个现代工人的生产，固不

消说，手工业工人、小农、知识分子的实践能否脱离别人呢? 不可能。

鲁宾逊完全是幻想的产物。即使鲁宾逊也是靠了别人制造的刀才征服

礼拜五的。脱离了社会的人是不可能的，脱离了社会实践的个人的实

践活动也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单个的猿猴只能停留在动物状态，

要过渡到人是不可能的，猿之所以变成人同猿的集体生活是分不开的。

总之，实践首先是社会实践，即工农群众的劳动生产和阶级斗争。

第四，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的而不是完全盲目的活动。实用

主义把实践完全理解为盲目的活动，这是必然的，既然世界的独立存

在还成问题，当然就谈不上对客观世界的任何认识了。对我有效、有

利，这就是实用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实际情况如何他们是不发生兴趣

的。正如蛆虫在粪坑里滚上滚下，蜜蜂在玻璃窗上碰来碰去一样，他

们所最欣赏的活动就是投机、冒险、蛮干。他们把这些叫作创造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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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列宁说: “对于唯物论者，人的实践的效果证明着我们的表象与我

们所感知的物的客观本性之符合。对于唯我论者，效果是我在实践中

所需要的一切，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离开来的。”①

事实上，人的实践总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总是对事

物的规律有所认识的。“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

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

征。”② 而这就需要对客观的规律有所认识。盲目还是自觉、本能还是

有意识，这正是动物的活动与人的实践的根本区别之一。当然，人的

活动还有自觉与自发之分，譬如工人阶级从事过自发的斗争和自觉的

斗争，但是，绝不能把人的自发活动和动物的盲目活动混为一谈。

总之，我们所了解的实践是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活动，

这种了解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真实反映 ; 实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是

个人对付环境的盲目活动，这是对人类实践的歪曲，却是垄断资本家

的活动的真实的写照。在经济危机和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运

动的面前，他只能应付，哪能改造? 他当然从个人出发，哪能希望他

从人民出发? 他对于他的活动当然也看不出任何明确的前途，实用主

义者用垄断资本家的眼光来看人类实践，当然就把它描写成那个样子

了。一个垄断资本家的生活有些什么内容呢? 不外吃喝玩乐和追求最

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他得对付市场，对付其他垄

断资本家或垄断集团，对付工人运动，对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对

付世界和平运动。达就决定了一个垄断资本家的活动只能是个人应付

环境的活动，而不能是改造世界的活动。资本家能否正确认识上述社

会现象的发展规律呢? 不可能，因为社会发展规律同他的利益是直接

冲突的。这就决定了一个资本家的活动只能是投机，只能是盲目的活

动，只能按照眼前的效果走着瞧，而在快死亡的时候就只好蛮干、死

拼、孤注一掷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会使垄断资本家意识到

他的垂死的命运，但是，他不甘心，他还要作困兽之斗，还梦想颠倒

①

②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76 页。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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