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全2册/周溯源著.—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978-7-220-10469-5

 Ⅰ.①学… Ⅱ.①周… Ⅲ.①中国共产党-执政-文

集 Ⅳ.①D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第258075号

XUEZHESHIYUZHONGDEZHIGUOLIZHENG

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

周溯源 著

责任编辑 章 涛 赵 静

封面设计 张 科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申婷婷 王鲁琴

责任印制 李 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61
字  数 860千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0-10469-5
定  价 148.00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453





     

周溯源简介

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历任求是杂志社哲史部副主任、文化部副主任、

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 (兼中国社会科学报副主

编、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

会科学网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研

究员 (专业二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中国社会科学报编委、中国社

会科学网编委、历史研究编委、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编委、欧亚经济编委、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理事、任继愈研究会理

事、中山市国学促进会理事,武汉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西北

大学、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独著7部,主编、合编、合写30多部。发表各类文章500多篇,

其中学术、理论文章和重要书评200多篇,有30多篇被 《新华文摘》转载

或摘登。有十几篇 (部)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主要著述:《学与思的足迹》

《学与思的足音》《学与思的足印》《学与思的足痕》《历史学思录》《振兴中

华之路》《资政史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历代忧国忧民诗选》《毛泽东评

点古今人物》《千年忧思———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治乱兴衰思想论纲》《文史哲

三十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新思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论三大矛盾与科学发展观》《文章五境界》《住的问题》《论汉字再简

化》《路的遐思》等。



     

前 言

提起 “治国理政”,何其 “高大上”! 是常人能够随便谈论的吗? 好像不

是,又好像是。

说 “好像不是”,因为常人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或体力劳动,或

脑力劳动,干好本职工作就不错,至于治国理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嘛。说 “好像是”,因为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讲:“学而优则仕”,主张读书

读得好的人,应该担任官职,治国理政。中国自古就有 “修身齐家”的要

求,文人学子有 “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自觉向往 “立德立功立言立

节”。宋代大儒张载说得更豪迈: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明代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为书院撰有 “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提倡读书人不仅

要读好书,还要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天下事,体会人间百态,思考与

改善政治与民生。这些名言信条,不就是提倡家国情怀、“治国理政”么?

在孙中山看来,“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

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可见政治并不神秘。那么,谁来管理呢?

当然,首先是精英的职责与担当,常人难以胜任。正如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

清代县衙楹联所云:“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

一官。”因此,创造治国理政的理论,按照理论进行管理,自然是领导者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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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工作。但也不尽然。孟子认为 “人皆可以为尧舜”,常人与精英之间

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常人如努力,也可成为杰出人才。历史上不乏布衣卿

相。古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是

说常人也可创造历史,也可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担当重任,推动历史前进。

搞好社会管理,除了官吏和贤达之外,还需要民众参与。大家都来管,群策

群力,集思广益,才管得了,管得好。

在一些人看来,理论是奢侈品,多数人不关心。其实不然。治国理政需

要理论,修身齐家也需要理论,做人做事做官,经商从戎治学,无不需要理

论。理论的高下,决定民族思维的高下,决定民族进步的速度。所以,恩格

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四

书五经”、“三字经”、“弟子规”,等等,均是中国的传统理论,人们不关心

么? 许多人能够大段背诵,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进步的理论和观念,是如何指导人们前进的。如

阳光雨露,润物无声;如春风和畅,怡人身心,引人向善向美,走向崇高!

同时我们也看到,某些错误的理论和观念,怎样误导人生,带来灾难。

理论的创造,本是大家、大师之事,常人难以为之。但是,陆游提倡

“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复忧民”;范仲淹主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顾炎武认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谚曰: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就是主张普通民众都要思考,献计献策,为国家、为庶民、

也为自身,贡献才智。

那么,普通民众能够创造理论吗? 能。受到毛泽东好评的禅宗六祖慧

能,虽然是个文盲,却道出了佛教的真谛。历史上的许多名言警句,出自山

村野夫之口。因为他们在社会基层,在实践第一线,实践出真知。

我党历来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主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向民

众学习。我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毛泽东高度重

视调查研究,号召干部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群众的智

慧,一道解决工作中的难题。邓小平善于总结群众的发明创造经验,并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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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理论层面。例如,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的真理

标准大讨论,等等,都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

理论创造,能否出自青年之手呢? 能。历史证明青年人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清朝末年的思想家、改革家谭嗣同,31岁时写作发表了 《仁学》,充满

激情地喊出了 “冲决罗网”的反对封建思想的最强音,并用自己殷红的鲜血

打上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牺牲时年仅33岁;陈独秀担任 《新青年》主编

时只有35岁,掀起了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狂飙,被毛泽东称为 “五

四运动的总司令”;当年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写作发表 《大众哲学》时,

不过24岁。他的书指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信仰马列,奔赴延安,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对历史上的有为青年及其成就,有过深情的评价。毛泽东评点汉

朝贾谊时,称 “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两篇政治作品——— 《治安策》

和 《过秦论》。毛泽东认为 “《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

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

代末,批注王勃的诗文与生平时,再次提到贾谊。他说:王弼 (年轻哲学

家)和贾谊,“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

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①。

毛泽东尤其重视鼓励青年人敢想敢干,勇于创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954年,山东大学两个青年学子李希凡 (27岁)和蓝翎 (23岁)合作发表

了批评红学权威的文章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泽东予以表扬、

鼓励。他多次讲,青年人朝气蓬勃,富有创造性,代表未来,希望寄托在青

年人身上。

《老子》写道: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荀子·劝学篇》曰:“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古人之言,都说明伟大来自平凡,宏伟源自细微。群众的才

① 参见张贻玖 《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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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经过提炼加工,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智慧;群众的力量,经过集合引导,

可以汇成移山填海、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

今天,我们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

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一定能够英雄辈出的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厚望。他说:“哲学社会

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

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

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

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

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

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

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

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

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

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本书的作者不是主政一方的党政干部,不是政治家,也谈不上理论家,

不过是一介书生、一个普通的理论工作者、一个平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者,只是凭着一腔热情、一份责任感,爱读爱思爱写,为理论的探讨、学术

的繁荣、时政的进步 “鼓与呼”,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故书名为 《学者视

域中的治国理政》。该书积笔者35年的勤恳耕耘,集35年的心血之作,从

青年写到中年,从中年写到晚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寒来暑往,春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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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孜孜矻矻,不曾懈怠。民之所欲,常在心中;时政问题,魂牵梦萦。坚

信天道酬勤人道酬诚,精诚所至,总会有一孔之见,一得之功。

文明大道很长远,能为之贡献一沙一石,也欣慰;

理论大厦很宏伟,能为之贡献一砖一瓦,也荣光。

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周溯源    

2017年4月1日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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