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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思想

.

2006-2-4  傅锁根.  阅读149次

     

    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有学

习的紧迫感，抓紧学习、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加强学习，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

础理论的学习。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加强理

论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  

    理论素养。  

    

      一、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远发展中，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重要性 

    

    为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率先垂范，要求全

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远发展中，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重要

性。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

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

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

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

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作搞好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的基础工作来看

待的。这项工作搞好了，我们党的理论素养提高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也就有了根本的保证。为此，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专门创立了培训干部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面对的是经济建设这个全新的课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因党内马克思

主义理论修养不够，不足以指导当时的经济工作的现实，于1951年3月20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

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83－184页）毛泽东多次强调：“没有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几百万人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全党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不行的。我国的革命和建

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

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正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长远规划，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如果

“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169页）。

只有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客

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才能在政治上具有坚定的立场，也才能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二、率先垂范，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在原著上下功夫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特别是要在经典著作上下功夫。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一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一生都保持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一生都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学习马列著作的

意见，并就学习马列著作的书目作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

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为此他提议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

文的字数。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时提出读三十部书，

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八本，恩格斯著作三本，列宁著作十一本，斯大林著作五本，普列汉诺夫著作三

本。并建议将这三十本书出“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年内办成。并表达了“急于想看这种

大字书”的心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5页）。同年6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提出，鉴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搞修正主义的教训，我们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怎样培养？

第一条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

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

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从

1971年到1976年直至毛泽东逝世为止，他多次强调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读马列的书。要求中央委员

和党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通过多年时间的学习，逐

渐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念念不忘学习并要求全党干部学

习马列著作。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矢志不渝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一生的努力。他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所持的科学态度和认真学习精神影响和带动了全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运

用，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  

    

      三、为探索中国的道路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革命与建设的经历中切实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

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212页）；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更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

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曾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理论与实践联系的重要性：“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

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毛泽

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

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他

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

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不同。在中国，马列主

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

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

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

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毛泽

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才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 

    

    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真正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全党干部熟读马列经典著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从而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运用，又增强了我们党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的能力。这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建设这一伟

大历史工程，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仍然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小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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