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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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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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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河间献王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到毛泽东古为今用

赋予其深刻的哲学道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利到遵

义会议的扭转困局；从“文化大革命”对其彻底抛弃到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从古越今，见证了中国革命与

建设的风雨历程。

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追寻实事求是

的伟大而曲折的史诗。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铭记着那一段段历

史沧桑，一段段血与泪凝结的苦难，一段段中国人民不懈的抗

争，一段段战争的现实与和平的期望交织成的希望与辉煌。实

事求是是这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诗中的精彩篇章。共产党

人之所以胜利，是因为遵循并坚持了这一原则。为什么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信奉真理、相信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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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历尽艰难，带领新中国扬眉屹立在

世界的东方？又是什么样的精神让那支在崇山峻岭、江河草地

中长征的队伍不屈不挠，肩负起整个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全部希

望？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能透出坚定的信仰；仅仅是一滴鲜

血，就能折射出不屈的力量。那埋藏在心中矢志不渝的思想灵

魂托起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曾几何时，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无端歪

曲，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肆意横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

劫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文革”被果断结束后，举国欢腾，百业待举。但是许多人还

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

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

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为我们

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赋予它时代内容，将

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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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实事求是仍然焕发着勃然生机，

指引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中国

梦”。

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

则国家强。广大少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

尚品格，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梦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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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

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

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

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

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

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

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此，“实事求

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

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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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阐释

毛泽东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巨人。他从小善于汲取

儒家文化的精华，具有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底蕴，使得他

的道德观念、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乃至治国方略都显示出极为

鲜明、浓厚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

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

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

利。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实事

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灵魂和精髓。从实践理性上看，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对中国革命

实践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从思想渊源来看，“实事求是”

也是他对儒家文化精神传统的批判和继承。

一、湖湘儒学求实学风的浸润

儒家思想体系是长期在农耕文化土壤里形成的，因此具

有实践理性的特色，突出强调“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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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风。毛泽东出身农家，深知无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农民长年累月在田里辛勤劳作，一切都讲求脚踏实地，务求

实际。因此，少年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时，就很自然地受到这

种务实学风的浸润。进入湖南四师和一师以后，通过杨昌济

的指引，更广泛地接受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儒学求实学

风的熏陶。

正是在这种求实学风的浸润下，青年毛泽东受十月革命

和五四运动影响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并凸显出迥然不同于

其他先进分子的特色，就是在向西方寻求真理时，总念念不

忘要结合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1920年3月，他写给周世钊的

信说，世界文明分为东西两派，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

占据半壁江山。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所以他

认为中国人应先研究透彻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精髓，再到西

洋留学才有可比较的东西。与同时代的先进分子相比，毛泽

东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注重研究

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一鲜明的特色，这与他系统研习并比较

深入地接受儒家文化精神、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有着相当密

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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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

毛泽东在1941年重新阐释和大力提倡儒家“实事求是”精

神，对推动延安整风功效卓著，使人们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束缚

下解放出来，实际上在党内外开创了求真务实的新风气。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原本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

经典表述。关怀人生，关注现世，求真务实，这是中国传统文

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据《汉书·河间献王传》

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

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

得书多，与汉朝等。……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

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

秋》为博士。”这段话说明刘德在西汉极为重视古文经学，每

当别人给他进奉古文旧书的时候，他就将“真”书，即原本精

心保存，而给进献者另外抄写一份并附以金帛相送。班固就将

刘德这种好古、重真的学风称为“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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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在注“实事求是”时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显然，

这句话的“真”是对“假”而言，“是”是对“非”而言，而

所谓“真是”就是“确确实实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假货、赝

品。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意就是要辨别古代典籍、文

物和文献的真假、对错与是非，它原本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而

不是哲学认识论命题，因为它所讲的“是”并不包含后来人们

讲的“规律”的意思在内。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著名报告

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特意创出新的解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

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

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

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的解说，继承了“事即物”，“是

即理”的传统儒家文化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

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

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风与思想路线。在对

“实事求是”一语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论证以后，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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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用“实事求是”这四字为中央党校题词，1945年又为

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题词。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释与大力倡导，进而经过延安

整风的发扬，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

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

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精神中“经世致用”的实学传

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拨乱反正。

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常有一些原来在旧体系中显得很平常的命

题、诗句，在经过新思想家、文学家进行具有创新意义的琢磨

与改制以后，往往会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诚如汪澍白先生所

言，“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一经毛泽东妙手精心点化，

就对整个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成为整个思

想体系中活的灵魂所在、核心所在、精髓所在。应该充分肯定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同是活的认同，是科学理性的认

同，是在认同和继承固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富有革

命意义的创造性的转化，也是毛泽东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精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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