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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 言

导 言

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曾讲，给我一个支点，我就

能撬动地球。假如把这句话用于当今之中国，撬动中国

前进的支点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于党和政府，在于掌握

党权和政权的干部队伍。只有把这支队伍管好、用好、

建设好，才能带领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

革的支点是党和政府的改革；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吏

治，即干部队伍的建设；队伍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执政方式和科

学思维方式三者紧密结合才能使改革顺利推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只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的束

缚，敢闯敢试，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就能收到效果。现在

改革的重点已转变到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

到上层建筑等方面关系的结构性改革。随着国家由农业

社会向工业信息化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

闭社会向日益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伴随而来的是矛盾

突显期。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妥善处理好市场、政

府、社会和法制的关系，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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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要

完善民主和法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要进行调整。上层

建筑的改革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进一步理顺机构，调整职能，

使国家这台机器适应新的形势，能够协调运转。文化体制、教育体

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以及社会管理都要进行改革。许多问题纷

乱如麻，像一筐螃蟹，你扯着我，我拽着你，斩不断，理还乱，牵

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很

难理清这些关系，很容易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打碎敲，挂

一漏万，互不衔接，顾此失彼，使改革碎片化。难以从国家长治久

安、高瞻远瞩的战略高度，作出瞻前顾后、周密细致的顶层设计。

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

路，亘古未有，是在以往社会制度基础上，取“精华”，去“糟

粕”，结合中国国情开辟出来的一条超越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的新

路。这就需要掌握“剥离术”，把资本主义、封建社会的优秀文明

成果，从纷乱如麻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来，结合中国国情开创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社会是循照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螺旋式上

升的一个过程，这又需要掌握“平衡术”。

掌握两术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要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实

事求是，学会辩证思维，也即“思辨术”。概括起来就是为官理政

“三要术”。这就是撰写本书的初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既然确定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要不断探索向前迈进的具体路径。

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重任。愿以此书为探路石子，投石问

路，引起国人的共鸣，齐心协力，共同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探索中华

民族振兴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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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中国前进之门的“金钥匙”

——思辨术

有一个“点石成金”的典故，几乎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说的是有一位穷困潦倒、沿途

乞讨的书生，遇到一位仙翁，书生向他求助，

仙翁欣然答应。他叫书生看看地上的石块，接

着用右手食指轻轻一点，石块立即变成了黄

金。仙翁叫书生拾起黄金变卖为生，书生俯身

拾起黄金，恭恭敬敬地还给仙翁，说：“这块

黄金我不要，我要你的手指头。”书生为什么

不要黄金而要手指头？因为他看到仙翁的手指

有点石成金的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随

时变化出无限的财富。

这个典故，生动地说明了方法的重要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论学知识，还是

做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方

法对头才能事半功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同理，治

国理政也需要仙人的“手指头”，这个手指就

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这就是本章所讲

的“思辨术”。也是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开

启中国前进之门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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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关于思维方式的学问

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

郭沫若对讲话有一句评语：“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同志很欣赏这句

评语，觉得找到了知音。

什么是“经”，什么是“权”？我理解“经”是规律，“权”是

权变，“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经”是战略，“权”是战

术；“经”是方向，“权”是方法和路径。我们说社会主义方向不能

变，因为它是规律，但是发现规律的方法和到达目标的具体路径却是可

以选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及其代表

作《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方法论，也即

哲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随着

时代的变迁还会出现新的情况，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而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思想方法是长期适用的。因此恩格斯

讲：“马克思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

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学习马克思

主义主要是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掌握了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

才能使我们正确认识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妥善处理每日每时层出不穷的

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用的是马

克思主义的“权”，但是中国化了的“经”和“权”。这才是指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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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指南针”。

实际上我们学过的知识，读到的书籍和文章都已经是过时的，唯

有一种知识不过时，那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也即哲学，主要是马克思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总是

一刻不停地在发展变化。学过的知识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对不断发展

变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正确

的认识并得到妥善处理。总结过去的经验，需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分

析。面对当前出现的新问题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开创未来探新

路，同样需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作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正确的

思想方法才是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和开启前进之门的金钥匙。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卓越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

家乃至国家领袖大都注重哲学的研究和应用。

蒋介石大陆失败后跑到台湾，常对人讲：我不是败于中共的军队，

我是败在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不但自己读《大众哲学》，还

推荐给蒋经国和他的下属也读这本书。据此，蒋介石、蒋经国的幕僚马

壁在1984年回大陆时，专门造访云南腾冲和顺乡艾思奇的故居，并在其

故居的墙壁上赋诗一首：“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

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

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一生注重学哲学、用哲学，外出时常把艾思奇

的《大众哲学》带在身边。1941年还托人给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捎去

这本书，让他们读。

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成就得益于哲学的指导，晚年犯错误也出在哲学

上。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14年间共产党经历了两起两落。

北伐战争的胜利是一起，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遭受

惨重损失是一落；土地革命的成功又一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共产

党的军队从30万减少到不足3万人又是一落。两次的失败都是在主观指

导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实

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照搬苏联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

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强调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山沟

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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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两起两落的经验教训，在延安窑洞里的油灯下潜

心研究哲学，并成立了“新哲学会”，还亲自撰写了《矛盾论》、《实

践论》。再加上陆续发表的《反对教条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

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

股》等文章，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在这些理论成果的指

导下，对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的革命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1942

年在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直到七大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

命实践相结合的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此后直到1956年毛泽东写

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在长达十几年的

时间里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到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也出在哲学上，1956年八大制定的路线是

正确的，但此后1957年反右以后，胜利冲昏了头脑，离开了八大精神，

搞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强调“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脱离了客观实际，

违背了客观规律。工业“以钢为纲”，钢铁是“元帅”，“元帅”升

帐，其他都要让路。农业“以粮为纲”，突出种粮食，砍掉其他经济作

物，又出现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违背了

唯物辩证法。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

真理”，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直到三中全会反对“两个凡

是”，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回归辩证唯物主

义，才取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

恩格斯讲：“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

人’以后，可以从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

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

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而发生作用，在这种

情况下，除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压力下陷于崩溃。”回顾

建党90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 我

们所有的成功经验都是自觉不自觉地符合了客观规律，所有失败的教

训，都是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的。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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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主义就是前进的方向。只有脚踏实地，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

发，把思想方法搞正确，才能探索出社会主义新路子。因此，在新的历

史情况下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有着特殊的重

要意义。

学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想问题，

办事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使工作更顺利一些；损失

更少一些，更能做到胡锦涛同志告诫的“少折腾”。

学哲学，可以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

学哲学，可以按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在诸多矛盾中

找出其特殊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一刀切，把工作做得更细一

些。

学哲学，可以掌握矛盾的普遍性规律，在矛盾的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相互促进中，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一些。

学哲学，可以在诸多矛盾中分析出主要矛盾，把问题抓得更准一

些。

学哲学，可以在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中见微知著，在“月晕而

风”“础润而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就开始抓起，使工作更主

动些；才可以居安思危，在错误思想一露苗头时就主动纠正，使工作少

犯错误，损失更小一些。

学哲学，可以在分析诸多矛盾中注重按照客观规律平衡发展，使科

学发展观落实得更好一些。

学哲学，可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的观点，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实得更积极、

更自觉一些，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更坚定一些。

学哲学，可以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互相

适应又互相促进的规律，使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更自觉、更主

动、效果会更好一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

变化。现在突出的矛盾是上层建筑的改革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生产

关系的变革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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