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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重要著作等

如何“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包括 《实践论》、《矛盾

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
主主义论》、《论
十大关系》、《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 部 矛 盾 的 问
题》 等。习近平
要求，这些篇目
需要反复精读。

《实践论》 和
《矛盾论》是毛泽
东哲学思想的两
篇 代 表 性 著 作 ，
对中国革命的历
史经验作出了哲
学总结。

《论持久战》
则是运用唯物辩
证法分析中国革
命形势，确定方
针，是战略思维

的典范。《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全面考察了中国
的历史、现状和基本国情，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道路
的独特性。

《新民主主义论》 系统总结革命经验，全面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论十大关系》 和 《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对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先后安排学习了历
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因此，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追根溯
源。

除了党内经典文献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习
近平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还包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
及历史等。

据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
习近平在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提
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下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
籍；在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进一步提出，领导
干部要读点历史。

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
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特
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
政的大道理。这方面的典籍 《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资治通鉴》、《盐铁论》、《官箴》 等，
无不包含着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
验。

习近平还强调，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各级领导
干部应该学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知识，特别要深
入学习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
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历史中得
到启迪。

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吸收了传统中国
“民本”、“富民”、“不循古”、“法制”、“贤人政治”
等思想，汲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中产阶级、打破
中等收入陷阱、法律治国、政党兴衰的历史经验。

无疑，读历史，有助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
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同时避免一些历史错误重演。

习近平推荐阅读的经典文献
张广昭 陈振凯

今年2月，因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
一个重要批示，一篇写于67年前的文章备
受瞩目——毛泽东的 《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就学习这篇著作，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 （党组） 领导
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提出明确要
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
（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

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要求党员领导干
部重温党内经典文献。从公开信息和中共
中央党校教材《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等书
籍资料中梳理可知，习近平曾多次要求党
员领导干部重温党内经典文献和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著作等。

这些经典往往穿境越世，具有真理性
的力量，足以鉴古知今、资政育人。

重温党内重要文献

据公开信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要求党
员干部重温的第一篇重要文献是 《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
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
讨班上，谈到“两个三十年”问题时指出，“正
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
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
治问题。建议大家把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找出来再看看。”

这份党内重要文献是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当时，邓小平对起草这份文献
讲了三条中心意思。第一，也是最核心的一
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
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
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
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
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无疑，当年制定这份党内重要文献，作用
之一即为统一党内思想，尤其是统一党内对

“文革”、毛泽东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等的认识
和评价，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习近平要求重温的另一份重要文献是 《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时隔不久，2013 年 1 月 22 日，习近平在十
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到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时，引用 1980年制定的 《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一条指出：“在我们的
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
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
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
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
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
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他进一步强调，“说得多么深刻啊！建议大
家把这份文件找出来重温一下。”制度是反腐的
治本之源，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
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
施。《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制度
建党的重要一环。

习近平要求重温的新一份重要文献是文章
开头提及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 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

（党组） 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提出
明确要求。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年3月
13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
分。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党委会工作
的 12 种方法，即“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
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
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
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

“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
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
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
种界限”。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张太原认为，这 12种
方法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
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
半个多世纪，虽然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
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
基本思想历久弥新。

按照中央组织部的相关通知，各级党委
（党组） 要“在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
艺术、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上下工夫，真正把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的基本思想，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

有专家分析认为，习近平要求重温这几篇
党内重要文献，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用意
是很深的。

精读马列“代表性篇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党员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
定力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多次要求，“读马列、学毛著，要精，
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

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
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
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据《习近平党校十九
讲》，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强调，
领导干部可以精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两
部文集中的代表性篇目。

这些代表性篇目的首篇，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

生。这部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融为一体，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部社会
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毛泽东说：
“《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
新的启发。”邓小平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伴随 《共产党宣言》 面世，一个共产主义
“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马克思一定想不到，72 年后，1920
年 8 月，这个“幽灵”游荡到中国——《宣言》 中译本诞生，
并旋即被一批眼界开阔的中国青年抢购，四处传阅。其后，不
到 1年，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共成立。转眼，95年又过去。

“代表性篇目”还包括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859年，文中，马克思对
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阐释，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社会形态演进
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
代的历史法则。《序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
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
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则是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著
作的总导言，集中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分析
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
系。应该说，读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于理解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十分有益。

“代表性篇目”，还包括恩格斯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

前者全面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包括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社会主义
的基本特征。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所作的全面梳
理、总结和发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系统论述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概论式著作。现实中，领导干部无论从事什
么工作，最紧要的是思想方法对头。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注意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代表性篇目”，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左派”幼稚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论粮食税》、

《论我国革命》。《国家与革命》集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
的学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了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和策略。

《唯物主义和经验
批判主义》，批判了唯
心主义哲学思潮，捍
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论粮食税》
是关于新经济政策的
重要著作，开始肯定
和重视商品交换、货
币 流 通 和 市 场 机 制 ，
是列宁创造性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
代 表 作 。《论 我 国 革
命》 总结了俄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
验，论证了俄国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是根据
本国国情探索发展道
路 的 代 表 性 著 作 之
一。可以说，列宁这
些 著 作 的 核 心 要 义 ，
对中国革命、建设乃
至改革都具有重要启
迪、借鉴意义。

有一本很薄的书，毛泽东经常读，
甚至可以用“痴迷”形容。

痴迷到什么程度？到 1939 年底那
会，他就“看了不下 100 遍”。当时，距
离那本书引入中国还不到 20年。毛泽东
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
说，“遇到问题”，他就翻阅这本书，“有
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
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让伟
人毛泽东如此深爱？

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 《共
产党宣言》。

毛泽东说，“我写 《新民主主义论》
时，《共产党宣言》 就翻阅过多次。”你
可以想象一下，延安，窑洞，油灯下，
毛泽东苦思冥想，一手提笔，一手翻书
的情形。在当时和后来的日子里，灯
光、毛泽东、毛泽东著作、《共产党宣
言》，共同点亮了那个窑洞，点亮了中
国。

168年来，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
产党宣言》，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极为深
远的影响，至今仍是。中共的诞生，便
是从这本书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这就是经典，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它永不落幕，它改变世界。

同样是经典，毛泽东自己的作品，
也在数十年后，同样值得反复研读并用
于指导工作。近期，因被中共高层集体

“重温”而备受关注的《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便是其中的代表。

学习经典是个人一生的大事，更是
一个学习型组织永远的大事。对于拥有
8700 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首先
要学好的经典，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党内要有
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
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
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
精。这个“精”，首先体现在选择篇目要
精到，要多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此外，扎根于中国的执政党成员，
必须研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书籍。这包
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
理经典等多个方面。习近平曾指出，领
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
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

“彰往而察来”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
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
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进
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
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
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
德品格。

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
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
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
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是为政
者的必修课。

经典关键在于思想的高度和智慧的
厚度。当前，“四个全面”稳步推进，历
史给了中国新的使命，给了执政党新的
担当。而要肩负起这种使命，就要从经
典中看清未来和方向，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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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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