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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
王郑佐 孙关宏

政治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
。

奴隶主阶级
、

地主 阶级
、

资产阶级都有 自己的政治

学
。

无产阶级的政治学形成于马克思主义诞生 以后
,

它的标志是 《共产党宣言》 ( 以下简

称 《宣言 ))) 的发表
。

《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

也是政治科学的领纲性文件
。

当然
,

在 《宣言》 以前
,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

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的政治现象
,

对政治学说已经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

例如在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

《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 《共产主义原理》 等著作中
,

从国家和社会

经济结构的关系上分析政治问题
,

得出一系列正确的结论
, 《宣言》 则对政治学说作了系

统和完整的论述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
,

是政治学说史上的一场革命
,

开创了政治学

发展的新阶段
。

( 一 )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政治学说
,

从总体上看
,

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

奴隶主 阶级的政治学说
,

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 《理想国》
,

就是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

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

亚里士多德写了 《政治学》 ,

他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分开
,

是历史上

第一个用剥削阶级观点创立政治学体系的人
,

但仍然有很浓的伦理学色彩
。

他用善
、

恶来

衡量国家和政治
,

认为
“
中庸适度

” 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最为理想的政治
。

欧洲中世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

本质上是由神学世界观支配的
,

教会信条成了

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
。

教会信条 同时就是政治信条
,

圣经词句在法庭 中具有法律的效

力
,

而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必须由教会来批准
。

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
,

是受典型的法学世界观支配的
。

法学世界观是神学世界观

的世俗化
。

代替教义和神权的是人权
,

代替教会的是国家
。

在法学世界观看来
,

一切经济

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出来的
。

十七
、

十八世纪欧洲 自然 法 学

派
,

如荷兰的格劳修斯
、

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
、

法国的孟德斯鸿和卢梭
、

德国的莱布尼茨

等都认为
,

自然法高于实在法
,

它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

反映了人类的自然要求
,

是永恒不变

的
。

在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
,

美国 1 7 7 6年公布 《独立宣言》 ,

法国 1 7 8 9年发表 《 人 权 宣

言》 ,

提出
“
天赋人权

”
说

。

这虽然在历史上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
,

但它脱离了一定的社

会经济关系去孤立地谈人权
,

掩盖了人权的阶级实质
。

即使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

杰出的思想家圣西 门
、

傅立叶和欧文
,

也摆脱不了唯心史观

的束缚
。

他们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政治现象
,

认为单纯停留在法学的
“
权利

基础
” 上无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

。

但他们又完全抛开了法学政治领域
,

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

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

主张用十足的劳动收入来消

除社会的不平等
。

他们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

也就找不到社会解放的出路
。

同以上 旧的政治学说不同
, 《宣言》 用新的世界观来分析政治现象

。

列宁把这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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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观 概 括 为
“ 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

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

以及关于阶级斗争
、

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 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

论
。 ” ( 《列宁选集》 第 2卷

,

第 5 78 页 ) 《宣言》 从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出发
,

在以下四

个方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
:

第一
,

它强调了生产方式对政治的制约性
。

一定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

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社会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
。

这是 《宣言》 的基本思想
。

《宣言》 所阐

述的唯物史观
,

指明了人们的一切政治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
、

从他们

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
。

这就清除了过去关于政治的神秘色彩
,

从而把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

第二
,

它分析了政治现象的阶级性
。

《宣言》 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
,

分析

政治现象
,

把阶级斗争作为一条基本线索 1司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

提出了
“ 一切阶级斗争都

是政治斗争
”
的名言

,

指出了国家和政党的阶级性质
,

揭露了民族剥 削的阶级根源
。

过去

剥削阶级的政治学说掩盖政治现象的阶级性
,

目的是欺骗人民
,

而 《宣言》 则公开宣布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

第三
,

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性
。

《宣言》 把政治学说建立

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
,

得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
、

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政治结论
。

但

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靠别人恩赐的
,

而是依靠无产阶级 自己的革命斗争
。

这正是无产阶

级所肩负的社会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

《宣言》 指明了无产 阶级革命的道路和 斗 争 的策

略
,

既阐述了科学理论
,

又强调了革命实践
。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

政治学说的又一显著特点
。

第四
,

它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战斗性
。

这不仅表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论

述上
,

同时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敌视无产阶级理论的严肃批判上
。

它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各

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

并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才是自己战斗的胜利的旗帜
。

( 二 )

从 《宣言》 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

内容及其所体现的方法论三方面看
,

它所阐述的

许多重要原理 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体系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 《宣言》 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
。

第一
, 《宣言》 阐述 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它明确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莱的全

部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这就是说
,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

《宣

言》 叙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状况
,

指明阶级斗争的结局
,

使

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成为不可避免
。

《宣言》 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

生
、

发展及其相互斗争的过程
,

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政治现象
,

指出无

产阶级只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

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革命的改造
,

从而消灭阶

级
,

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
。

第二
, 《宣言》 对国家这个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作了极为透彻的阐述

,

提出了新的科学

结论
。

例如
, 《宣言》 分析了国家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和它在历史 上 的 暂 时

性
,

指出国家这个政治权力的共 同特征是有组织的暴力统治
,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管理整

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 的委员会
;
当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消灭 以后

,

当公共权力失去阶级性



以后
,

国家就消亡了
。

又如
,

《宣言》 已接近于得出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
。

列宁说
: “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
,

那末自然就会得

出一个结论
:

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 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
,

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

一个组织 ! 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
”

( 《列宁选集》 第 3卷
,

第 19 2页 )
。

再如
, 《宣言》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

、

最主要的思想即无产 阶级

专政
。 “

无产阶级专政
” 这个术语虽然是在《 1 8 4 8年至 1 8 5 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

提出来的
,

但其基本思想在 《宣言》 中已相当明确了
。

《宣言》 提出的
“
无产阶级用暴力

推翻资产阶级
,

建立 自己的统治
” , “

共产党人的最近 目的是… …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 “

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取得政治统治
” , “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

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

争取民主
”
等等

,

实际上都谈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国体问题
。

《宣言》 还涉及到政体问题
。

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 》 一书中写道
: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

碎的国家机器呢 ? 1tt 8 47 年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对这个间题 的回答还十分抽象
” ,

然而
,

在 《宣言》 问世二年后
,

马克思在 《 18 4 8年至 1 8 5 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
,

批评

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误认为是
“ 社会共和国

” 时
,

实际上是

把
“
社会共和国

”
视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

长期以来
,

人们只说无产阶级找到

了巴黎公社的形式
,

找到了苏维埃的形式
,

找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
,

而忽视了对共和

制
、

尤其是社会主义共和政体的基本特征的研究
。

此外
, 《宣言》 还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的任务
:

无产阶级争得民主
,

上升为统治阶级后
,

就要运用国家政权一步一步地剥夺

资产 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

把它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 力 的 总 量
。

《宣言》 中所提出的十条逐步剥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私有财产权
,

发展工农业生

产和改造社会的具体措施
,

反映了无产阶级国家组织必须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
。

马克思和

恩格斯认为
、

实现这十条措施
,

是为 了向更远大的 目标前进
,

即消灭阶级本身 存在 的 条

件
,

让公共权力失去阶级性
,

使国家消亡
。

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完成后
,

代替它的

组织形式
,

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联合体了
。

第三
, 《宣言》 阐述 了革命的学说

。

它不是抽象地谈论革命
,

而是把革命同生产力的

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
。

《宣言》 评价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性
,

指出它

破坏 了封建的
、

宗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

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但随着资

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 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侄桔
,

严重地阻碍社会

的进步
,

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消失了
。

《宣言》 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以及无产阶级

革命 的发展规律
,

并把暴力革命的思想同阶级斗争间题以及国家问题的理论有机地联系在

一起
。

《宣言》 还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
。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

度对待德国当时的民主革命时
,

认为德国无产阶级要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
,

积极参加民主革命
,

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 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地位
, “

德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 。

无产 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了封建专制制

度以后
,

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

第四
, 《宣言》 阐述 了政党的学说

。

它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 “

党没有任何

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 同的利益
” ,

党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
,

党的特点就是坚持国

际主义原则
,

具有彻底革命精神
,

在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

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 目

标
。

因此
,

在实践中
,

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

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
。

在理论



方面
,

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了解无产 阶级运动的条件
、

进程和一般 目的
,

引导无产 阶级从

胜利走向胜利
,

所以是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组织
。

《宣言》还阐明了共产党的基本纲领
,

指出共

产党人的最近 目的是
:

把无产阶级组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

由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
。

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
,

彻底 消灭剥削制度
。

第五
, 《宣言》 阐述了民族问题

。

它把民族间题同阶级间题联系起来
,

指出民族剥削造

成了民族间的压迫和隔阂
,

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

因此
,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

才

能消灭民族剥削和压迫
,

消除民族间的隔阂
。

《宣言》还强调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

国际性
,

认为只有实现全世界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
,

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
。

第六
,

《宣言》 论述了政治斗争的策略间题
。

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斗争策略的基

本 原则
: “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

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

表运动的未来
。 ”
认为凡是反对现存旧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

,

共产党人都应积极支持或直接

参加进去
,

但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间题
,

而且对不同国家不

同政治态度的反对党派
,

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

在国际上的正确策略是要促成各国民主党派

之间互相支持和团结
,

从而壮大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
,

以利于反对现存的旧的剥削制度
。

《宣言》对上述政治学的各个重要领域颇为系统
、

完整的论述
,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学的基本体系
。

我们认为
,

如实地把 《宣言》 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大纲
,

对于了解政

治学的历史和现状
,

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 三 )

《宣言》 的间世
,

在政治学理论上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
,

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的传播和发展
。

列宁结合俄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情况
,

对 《宣言》 中所阐述的政治科学的各个重要领

域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
。

例如
,

他在 《怎么办 ? 》
、

《进一步
,

退两步》 中阐明了政治斗

争和党的学说
;
在《国家与革命 》

、

《论国家》 中论述了国家和革命的学说
;
在 《社会民主

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
左派

”
幼稚病》 中论述了革命的战

略和策略 , 在 《论民族自决权》
、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 自决权 》中阐述了民族 问 题 的 理

论
,

等等
。

这是 《宣言》 发表半个多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俄国的新发展
。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

1 92 。年 《宣言》 翻译出版
,

在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后来开始有人用马克思主

义观点讲授政治学
,

如瞿秋白和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曾分别主讲 《社会科学概论》 和 《政治

学》 ,

挥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 《政治学概论 》
,

并用此名

出版 了铅印的小册子
,

等等
。

到了三十年代
,

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与研究政 治 学蔚 然

成风
。

邓初民在留学日本期间
,

系统地学习了 《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 等著作
,

为建

立 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

工93 0年他写了 《政治科学大纲 》 ,
1 9 3 9年又出版

了 《新政治学大纲》
。

这两本著作全面
、

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
、

概 念
、

研 究 方 法

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述了阶级
、

国家
、

政府
、

政党
、

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
。

这些
,

实际上体现了《宣言》所形成的政治学的基本体系
。

在革命根据地
,

马束思主义政治学著作一直受到党的重视
。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把

《共产党宣言》
、

《国家与革命》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
左派

”
幼稚病》

、

《论列宁主



义基础》 等作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
。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
,

对政治科

学中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
、

国家
、

政权
、

革命
、

政党
、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

特别是革命

的战略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

都作过深刻的论述和发挥
。

同时
,

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如

刘少奇同志对党的建设问题也作过系统的
、

有独到见解的论述
。

这些具有中国 气 派 的 政

治学理论
,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

并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新中国成立后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应在新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

但遗

憾的是
,

由于当时受到苏联的影响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
,

不仅不承认政治学是 一 门 独 立

的学科
,

甚至把它斥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

直到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情况才发生根本了

的变化
。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正在迅速恢复和提高
,

政治学的重要性正在广泛地为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所认识
。

1 9 8 0年底
,

中国政 治 学 会的 成

立
,

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

从 《宣言》 发表到现在
,

己经有一百三十多个年头了
,

世界的面貌
、

中国的面貌尽管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今天
,

学 习 和 研 究

《宣言》 ,

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

第一
,

从指导思想来看
,

中国的政治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
。

曾经有

过一种看法
,

似乎因为要重视研究政治领域 中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就可以少学甚至不学马

克思主义
。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

《宣言》 作为每个普通工人必读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
,

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
,

恐怕是任何一本别的书所不能比拟的
,

然而
,

每次重新学习它
,

总

会有新的收获
,

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它
,

也是如此
。

诚然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一定要向前发展
,

但是
, 《宣言》 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

只有坚持才能发展
。

事实上
,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本国

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

不断地解决新问题
,

可是他们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并且发展了这些原理
。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许多原理散见 于革命导师的大量著作中
,

我们在建设中国政治科学的时候
,

必须认真地加以发掘
,

系统地
、

完整地
、

准确地掌握其

理论体系
,

以作为研究新情况
、

新问题的思想武器
。

第二
,

从内容上看
,

《宣言》 对当时条件下的阶级
、

国家
、

革命
、

政党
、

民族
、

战略

策略等政治现象进行了研究
,

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理
。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

正如 《宣

言》 中所说
,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

比如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
、

恩

格斯
,

他们在分析无产者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
,

给资产者生产和增殖资本这一本质特征时
,

很自然地是联系他们那个时代无产阶级的重体力劳动和物质上的贫困化来加以说明的
。

如

今
,

西方某些国家相当多的工人 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

有些人有了汽车
、

电冰箱
、

甚至私人住宅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当然不能再去简单重复 《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

一书中对工人状况的具体描绘
,

而必须运用基本原理对新出现的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
。

试

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来说
,

就应该以新的材料来论证现代化大生产由

于要求劳动力具有更高的技能和更专门的知识
,

因而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了
。

当今工人生活

状况的改善
,

实际上是资本家在新条件下剥削工人 的需要
。

我国 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
,

剥

削阶级作为阶级 已经不存在了
。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就要研究社会主义

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问题
,

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

社会

主义政体
、

干部制度等等
。

因此
,

现在和将来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下转第 74 页 )



独具的
,

甚至成年人的活动也并非在一切场合下都是有意识
、

有 目的的
。

比如
,

某些成年人

在精神上受到刺激或沉思的时候
,

常常会进行一系列潜意识的活动
。

这种活动尽管在人类

的整个实践活动中占着很小的比例
,

但它究竟起着怎 样 的 作 用
,

特别在人类刚起源的时

候
,

它作用又如何
,

都是值得深入地加以探讨的
。

另外
,

皮亚杰关于活动图式在儿童智力

的发展 中逐步内化为逻辑数理结构和概念的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
。

它实际上进 一 步证 实

并丰富了列宁关于逻辑范畴和人的实践活动关系的论述
。

列宁这样写道
: “

人的实践活动

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
,

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
。 ”

( 《哲学笔记》 第 20 3页 ) 对此
,

以往我们往往理解为
:

逻辑范畴的内容来源于实践活动的

内容
。

其实
,

列宁的这段论述不仅包含着这层意思
,

还更多地包含着逻辑范畴的格即结构来

源于实践活动的结构 (亦 即皮亚杰说的动作图式 ) 的意思
。

重视列宁和皮亚杰这方面的思

想
,

不仅应从内容
_

L来研究逻辑概念的起源
,

同时也应从结构上 即从动作图式内化的角度

上来研究概念的起源
,

从而全面地说明实践活动在人类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发生认识 论对各种具体的科学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

美国心理学学会甚至认为
,

皮亚杰
“
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

、

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
”

(第 17 页 )
。

皮亚杰

之所以能在认识论上作出重大的创新
,

这和他所生活的整个时期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和

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

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
,

发生认识论的产生 是 不 可能的
。

当

然
,

我们也应该看到
,

发生认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一方面
,

皮 亚 杰对 认 识 主 体 的

社会属性的分析不够
。

尽管在 1 9 6 7 年出版的 《儿童心理学》 一书中
,

他 对 主 体 的 社 会

性作了较多的论述
,

并强调指出
: “ `

社会性
’ 这一名词切不可仅从狭义的教育

、

文化或

道德的交往来理解
,

而应同时包括认知
、

情感和道德各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化过程
。 ”

( (() 七童心理学》 第 72 页 ) 但在 《发生认识论原理》 一书中
,

他几乎完全略去了这方面的

论述
,

而单纯从心理上
、

生理上来考察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
。

诚然
,

儿童的社会联系没有

成人那么丰富
,

但忽略了个体的社会属性
,

是不可能对认识论问题作出彻底的解决的
。

另一

方面
,

皮亚杰虽然看到了活动在主体认识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但他说的活动本身毕竟

只是个体的动作和行为
,

至于它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关系如何
,

他并没有加以深

究
。

这样
,

正如李泽厚同志批评的
,

皮亚杰必然最终地把活动生物化
,

归结为单纯的生物机

制
,

从而走向迷途 ( ((批判哲学的批判 }) 第 81 页 )
。

这些不足之处
,

也是我们在分析
、

借

鉴发生认识论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

(上接第 21 页 )

内容势必会不断地得到更新 , 而只有发展更新
,

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

理
。

第三
、

从方法上看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方

法
,

今天仍然应该坚持
。

具体地说
,

阶级分析的方法
、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

无论如何是不

能抛弃的
,

对比研究即
“
古为今用

,

洋为中用
” 的方法

,

也是用之有效的
。

同时
,

也要看

到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美国
、

日本等国政治学者所运用的某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如

统计技术等
,

有的也可以借鉴
,

从中吸取合理有用的东西
。

总之
,

要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

改进与完善
,

以便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