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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

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

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

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胡锦涛

课程背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２００２年底开始的制度化的集体学习截至２０１１年２月已经

７０次。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一种国家的仪式，一个向外界传达这个国家未来

发展动向的重要窗口。对于一个拥有７　７００多万名党员的政党来说，这更是一种政党

的精神，一种内化的政治文明的结晶。人们注意到了每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

媒体也对每次主持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行了重点报道。但很多人可能

忽视了这项政治活动背后的一个群体，那就是与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面对面，在某

种意义上参与和影响着中央重大决策的中南海的这些老师们。

这是一群特殊的 “老师”。每一位都是精心挑选出的各个领域的翘楚。他们是一

个中国精英群体的象征，掌握着学术话语权并直达决策案头。

这是中国顶级学术研究的旗帜。无论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教授，还是来自中国社

科院的研究员，抑或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等国家重量级研究机构以及重点大专院

校的学术领军人物。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班底。虽然每一次的学习仅仅是一个 “带有咨询性的学

习”，但其对政策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既紧扣当前重大问题，也结合中长期的问题

进行思考和探讨，所以，这些主讲者们事实上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外脑和中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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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智库的核心。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７８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和３９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周

叶中步入中南海怀仁堂，一老一少，一种也许不是特意的安排，但毫无疑问，知识

的结构和年龄的落差，本身就有着特别的效果。这种结构无疑有助于脑力的震荡和

碰撞的激情，而这对于学习本身和学习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天，中共中央

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宪法。

对于此次授课，《纽约时报》评论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创了与专家学者定

期磋商的做法，对于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创新远远不是简单的领导风格问题。”

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８年多的时间，７０次授课，间隔少

则二十多天，多则一个多月，１４０位中国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陆续来到中南海———从

学习宪法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到气候

变化、非典防治以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敏感问题；从世界历史和

大国崛起的规律研究到深刻汲取抗战胜利历史经验及回顾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到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从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和办好北京奥运会到总结世博会经验，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喷薄而出，震荡着

中南海上空的气息。

虽然这些讲座的具体内容没有更多公开的报道，但事实上，这些讲课的专家都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一定时期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判断，我们都可以在诸多公开的场合看得见听得到。尤其是从中

南海讲课回来后，很多主讲专家都会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或者到很多省市去讲课，

演讲主题多与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讲解的主题相近。据此分析，这些演讲、采访等与

专家在给中央领导集体学习时的讲授内容，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应该是一致的，这

就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央的决策，学习和把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精神有了一

个方向。所以，反过来对比学习和研究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本身，也是把握中央重

大决策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智慧

探索。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的著作 《低智商社会》，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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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问题归因于 “集体智商衰退”。大前认为，日本正进入一个 “低智商社会”，主

要表征是：集体不思考、集体不学习、集体不负责，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

竞争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面对诸多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树立世界眼

光，优化战略思维方式，提高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取

得，关键要看学习，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专门对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做出具体的部署。只有坚持学习，我们才能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世界，正确认识时代特点，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只

有坚持学习，我们才能全面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趋势，全面了解

当代知识创新、科技发明、人文进步情况，才能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

文明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战略和

政策措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

８年多的坚持，使得这个最初为了增强治国理政能力而进行的集体学习成就了一

个学习的国度和一个学习的政党，围绕这些学习的解读和关注越来越多，但我们现

在把目光聚焦于她背后那些主讲人的身上，因为 “智库”一词已成为他们以及所在

机构的代名词。而这些 “智库”们因为这个课堂，人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早

在１９９４年进入中南海讲课、时年３９岁的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最高检

察院检察长；２００４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三年后正式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

长，并于２００８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无论如何，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一个信号，一个加速点。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各

项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但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后相关重点领域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所以，这种学习还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递。

让我们关注每次集体学习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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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２００７－０７－２６

授课专家：
军事科学院齐德学研究员

军事科学院黄迎旭研究员

导读

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奋勇前进①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７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７月２６日下午进行第四十二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我们要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

和全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伟大历程，弘扬崇高革命精

神和优良革命传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

继续奋勇前进。

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形势越好越要增强忧患意识，执政越久越要

增强公仆意识，条件越优越越要增强节俭意识。我们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侈浪费，坚决反对各种

消极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

0 0 1

① 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 胡锦涛发表讲话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０７－２７）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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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建立。军事科学院齐德学研究员、黄迎旭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

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

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

前夕，我们重温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

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的伟大开篇，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

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

胡锦涛强调，在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的艰辛实践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特别是

培育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精

神力量。

胡锦涛强调，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就是要始终坚持崇高理

想、坚定信念，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

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自觉奉献。我们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不断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毫不动摇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分析世

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认真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深入研究

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不断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

要求、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奋发有为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我们要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立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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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执政为民，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党和国家工作各个

方面、各个环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和国家事

业不断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胡锦涛强调，艰苦奋斗、自觉奉献，是我们党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的重要保证，

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

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我们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充

满艰辛，我们党带领人民巩固政权、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同样充满艰辛。我们要大力

发扬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力发扬一心为民、自觉奉献的优良作风，

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扎扎实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齐德学
从 “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到 “抗美援朝战争史”

“做学问，特别是研究历史，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研究成果尽量少留

遗憾。”

———齐德学

１９７５年从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齐德学就一头扎进浩瀚的军战史资料中，无

数次披荆斩棘、沙里淘金，终有所获，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上建树颇多。

齐德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解放军战史，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５５年大事记

和６０年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抗美援朝战史》、《简明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史》、《抗美援朝的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等７部军事历史

著作的编写工作。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第一卷）获全军和军事科学院科

研成果一等奖，并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抗美援朝战争史》获全军和军事科学院

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获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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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ZHONGNANHAI %ZHIKU
·

作为我军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解放军战史的权威专家之一，齐德学研究员于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走进中南海，和黄迎旭研究员一起就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作了讲解，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

井冈山精神提出意见和建议。

齐德学的主要代表性著作，简单介绍如下。

（１）《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本书是齐德学早期主编的代表性著

作之一，全书从作战的角度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对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进行了研究

总结，包括战前准备、武器装备对作战的影响、战法、包围和反包围、防空、反坦

克、通信联络、后勤保障、政治工作问题，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总结出抗美援朝战

争运动战的基本经验教训，为研究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提供了重

要的历史借鉴。

（２）《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齐德学撰写出版的 《中外登

陆作战经验教训》、《朝鲜战争决策内幕》、《抗美援朝纪实》、《巨人的较量———抗美

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等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其中 《巨人的较

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一书１９９９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后，２０１０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重新编排再版，引发广泛关注。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曲爱国曾这样评价，该书在内容上和风格上具有 “视角独

特，切中要害”、“史料崭新，论据确凿”、“观点鲜明，见解独到”等特点，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 “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处所提出的抗美援朝战争的６条主要经验和３点启

示。这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心得，也是对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一

大贡献。”①

《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一书既有以往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研

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又有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大量新的历史档案资料，对抗美

援朝战争期间的中苏、中朝关系，抗美援朝决策的形成，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基本方

针的形成和演变，停战谈判的时机和进程等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

象生动地描绘了中、美、朝、苏４国高层领导之间关于战争前后的决策过程。

（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２００７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齐德学、姚有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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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用２０章的篇幅介绍了 “风华书生 伟大统帅”、“探索道

路 驾驭战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 “游击战争 出奇出新”、 “诱敌深入 后发制

人”、“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先打弱

敌 后打强敌”、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 “创造战场 空间制

胜”、“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打谈结

合 边打边谈”、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 “势如破竹 穷追残

敌”、“彪炳史册 名震千秋”等内容，在分析毛泽东指挥的６０多次经典战役基础上客

观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独特而高超的军事谋略，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展现了当代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高水平，具有史论结合、古今结合、

中西结合的特点，是一部全面反映毛泽东军事实践的正史。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曾

播出１８集同名文献纪录片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４）《抗美援朝战争史》。１９８２年起，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就开始集中部分研究人

员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史，到１９９０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几经修订出

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志愿军５大战役和停战谈判期间历次战役战

斗的作战经过为主，辅以简单背景和经验总结作为全书开篇和结语。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一些重要资料的解密，军事科学院开始在 《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基础上，编撰 《抗美援朝战争史》，１９９６年底开始设计编写框

架，２０００年４月底完成定稿，历时近四年，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五”科研计

划重点课题之一，也是中央军委赋予军事科学院的一项重大科研课题。

《抗美援朝战争史》共３卷，１３７万字，附有１５０幅历史图片，由齐德学担任主

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抗美援朝战争史》全书只有不足５０万字讲述具体

作战经过，书名也由 “战史”改为 “战争史”，虽一字之差，但编写体例上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增加了 “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国

出兵决策过程”、“美国战争政策的调整”、“外交斗争”、“粉碎美国的细菌战”、“国

内秩序稳定，战场力量增强”、“停战谈判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维护朝鲜停

战协定的斗争”、“志愿军主动全部撤出朝鲜回国”等内容。

《抗美援朝战争史》利用大量历史档案，并在认真鉴别、考证的基础上引用了俄

罗斯、美国、韩国等国历史档案，既描写了战场上的作战场景，又阐述了有关这场

战争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等，“揭示了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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