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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恩辉

勇于开拓经典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3

——谈邓小平文献研究

　　1984 年 3 月, 我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时写过一篇题为《马克思的精神永远照

耀着图书馆》的短文。在该文中我以一个图书

馆工作者的角度, 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武库中有那么多辉煌的文献遗产而感到自

豪; 同时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

研究, 掌握马克思主义文献来源, 了解其发

展、出版和传播状况, 凡有条件、有可能的图

书馆, 要尽量收集齐备, 向广大读者提供。”真

诚地表达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以

及对经典作家的著作整理和利用的衷心期

望。也正是在此前后, 我从《图书馆杂志》(上

海) 1983 年第 1 期上读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

学院彭斐章、郭星寿两位教授合写的《加强马

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一文, 又从《资

料工作通讯》(北京) 1983 年第 1 期上读到郭

星寿教授《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一

文。这两篇文章发表了与我相同的看法, 表达

了同样的愿望,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学问

题, 比我论述尤详。此后, 在 1990 年 9 月, 广

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黄建明同志编著的

《图书情报学新学科概要》一书, 书中在专科

文献类目下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列为一门

“新学科”, 并参照上述彭、郭两位的文章介绍

了这门“新学科”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研

究现状。
Ξ 马克思主义文献, 从其狭义上理解, 应

当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著作。而从广义上理解, 也可以泛指从 19 世

纪 40 年代以来到现在、乃至以后, 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里, 具有代表

性的、最重要的著作, 如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毛泽东的著作等。准确地说, 这种广义上的理

解, 应当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经

典文献。事实上, 在新中国建国后所创立的几

种图书分类法中, 包括由 22 个基本大类组成

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第三版)》中,“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已作为

一个部类位于各部类之首, 这不仅突出了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各门科学的理论基础,

是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前进的指导

思想, 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和科

学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而且也清楚地表

明, 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从广义上划入

了经典文献的序列。这种集中起来的作法本

身, 自然为我们对经典文献的研究, 也即创立

一种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学, 在客观上提供了方便。

按着这种广义上的理解, 我认为, 现在理

所当然地应当将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列入经典

文献的序列。什么是经典文献?《辞海》中的

解释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

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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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系作者为《邓小平文献研究》一书写的序。



展的历史上, 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出版算

起,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

在这期间, 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

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 同时在本世纪后

半期, 发生了以苏联东欧的剧变为标志的曲

折和反复, 使人们对苏欧式的社会主义旧模

式引起了深思, 苏联东欧的剧变, 并不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理想的基本原理

的失败, 而恰恰证明了那种违反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的

行不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以邓小平同志为

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领导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 开始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进行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探索。正如江

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

特征的结合的产物, 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 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20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站在世纪之交回

眸近一个半世纪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宝库

中, 几位经典作家贡献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

宝贵文献, 是伟大的、丰富的、不朽的。而在当

代中国产生的邓小平社会主义阶段的新道

路、新理论, 将被最终证明是振兴社会主义、

恢复并发展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振兴

中华民族, 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和人类幸

福的必由之路, 是可供各国人民借鉴的科学

社会主义新理论。基于此, 我认为, 将邓小平

理论、邓小平同志的著作, 作为经典文献来研

究, 这本身就是对经典文献学研究开拓了一

个崭新的领域。

我非常钦佩毛昨非和周知民两位同志对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热情, 更非常钦佩

他们将邓小平文献研究列入自己的研究课题

的理论勇气及为此课题所下的功夫。对他们

的研究成果《邓小平文献研究》一书, 我粗读

一遍, 认为称得起一部经典文献研究领域的

开拓之作。

《邓小平文献研究》的两位作者, 毛昨非

同志是党校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周知民

同志是党校党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他们

所学专业不同、所从事的业务工作不同, 但对

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都很执著, 对邓小平

文献都曾努力地刻苦研读。一位图书馆学的

研究者与一位从事党建理论教学的人合作著

成一部研究经典文献学的著作, 这件事本身

就意味着一种创造。

这本书的最大贡献, 在于独辟蹊径地确

立了邓小平文献的结构。其中尤以第二编, 即

第四章至第十一章为出色。编著者运用马列

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对邓小平文献

从内容上进行分类研究, 逐一剖析。哲学、经

济、政治、改革开放理论、党建、军事, 乃至科

技、文化、教育、人才等等, 都能从文献中理出

头绪, 找出规律, 令人深刻地感受到邓小平文

献确是一座内容深广完整, 结构恢宏庞大, 真

正称得起是经典文献构成的精神文明的大

厦, 足以辉煌和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知识宝库。

总之, 作为经典文献学的开拓之作,《邓

小平文献研究》是一部立意新颖、内容系统、

纲目清晰、深入严谨、材料翔实、有理论色彩

和应用价值的专著, 值得图书馆工作者、党务

工作者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信

仰者一读。

金恩辉　吉林省图书馆馆长, 研究馆员。通讯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 邮码 130021。

(来稿时间: 1996. 11. 4。编发者: 李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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