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报随想（十五）

加强学习  提高工作

唐 生

《毛泽东读书生活》记载，延安留传下来

一句名言：一天不看报是缺点，三天不看报是

错误。这说明当时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党是

多么重视时事，多么重视学习。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

话中，把“是否认真学习，是否通过学习和通

过工作实践真正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看作“是有没有党性的重要表现”。
把加强学习提到这样的高度，这说明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多么重

视学习，多么重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水平。
近年来，由于赵紫阳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

在社会上造成了“以不学马列为荣” 的反常风

气。在图书馆内，在同志们的书架上，可以说

是 “任宝书（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尘

满”。现在，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

全会，经过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叮嘱

和党中央的倡导，全党全社会有了这么一个学

马列、学哲学的呼声，有了这么一种加强学习

的舆论和气氛，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一个具

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好兆头，坚持学下去，它预

示着我们党的工作和我国的四化建设，将推进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党在学

习问题上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么说是有充分根

据的了。
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高度重视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事业便会出现一个新

局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便通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 问 题》，以及《矛盾

论》、《实践论》 等一系列著作，从政治路线、战

争战略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做了总结。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的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讲学习，号召 “来一个

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
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并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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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加速

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这个论断已

为实践所证明。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

学习》的报告中，提出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

研究马列主义的应用。随后在1942年开展的整

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

基础。1944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提倡

“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既要轻装，又会思

索。全国解放前夕，又号召 “学会我们原来不

懂的东西”，学习论 李 自 成 和警惕 “糖衣炮

弹” ，它保证了我们进城以后正确执行党的各

项政策，很快恢复了经济，并且 经 受 住了环

境、条件和地位变化的考验，移风易俗，由一

个好的党风，带出了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大

跃进” 的挫折教育了我们，毛泽东建议和提倡

学三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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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尊重客观规律，从而保证了三年调整

的胜利。粉碎 “四人帮” 以后，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

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提高了

全党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自觉性，
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作了 思 想 准 备，并为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胜利，奠定了

基础。1984年以来，由于指导思想的片面性和

形而上学，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马列主义教育，
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一轻一重，一

软一硬，这种情况导致的恶果，我们大家都痛

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要忘

记。

由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财政

部长们培育和发展起来 的 财 政 部门的优良传

统，一直作为无形的巨大力量在财政战线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这个优良传统之一，就是重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重视政

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开国之初，1951年就在北

京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财政学校，各地财政部

门也创办了一批财政、税务、会计学校。我还

清楚记得，五十年代初，财政部办公大院，许

多房间到晚上还灯火通明，有的在听苏联专家

讲课，有的在自学，学政治，学业务，学习空

气真是热气腾腾。那个时候，干部来自四面八

方，文化不高，经验不足，但三年恢复，五年

计划，财政工作搞得不错，这是同重视学习，
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密切相关的。这个传统，应

当恢复和发扬。
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越来越显

示出它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学习的重点是哲

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当前的

学习，我借用三句话，提供给财政战线的同志

们参考。这三句话是：第一，“要培养一个有

准备的头脑”。第二，“不能自己的脖子上长

别人的脑袋”。第三，“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
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前一句是从

吴阶平《医生的成长》一文中借来的。后两句

是从《毛泽东读书生活》那里借来的（三联书

店1986年 9 月 1 版）。
先说第一点，“要 培 养一 个 有准备的头

脑”。现在人们都讲机遇。吴阶平引用法国微

生物学家一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

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有准备和无准备

大不相同。无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吴

阶平举发现青霉素的英国微生物学家弗来明为

例，他看到培养葡萄球菌的器皿上污染了霉菌

的地方，葡萄球菌就消失了，他立刻意识到霉

菌中有制止葡萄球菌的物质。经过培养和长期

努力，获得青霉素，它的使用，开创了医学上

的新时代。上述这个现象，看到过的人不知有

多少，但因为没有培养一个有准备的头脑，漫

不经心，不以为意，丧失了 发 明 青 霉素的机

会。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

培养一个有准备的头脑，都是十分重要的。马

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

人们碰到亿万次的商品交换中，发现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

客观规律，就是一例。关于如何使自己的头脑

有准备，吴阶平没有说明，只是说 “要自己在

实践中去体会”。我体会，最主要的是做到学

习、实践、思考三者的结合，经常发现工作中

需要深入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理论的和

实际的。头脑中有了思索的问题，就使自己有

了准备。英国培根有 句 名 言：“知识就是力

量”。但知识并不是才能，要经过实践和思考，

知识才能变成才能。孔 夫 子 的 “ 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说的这个意思。人

们都喜欢新知识，但很少有人注意或寻找这个

“新” 是怎么出现或得来的，结果最多只得到

一些知识，却得不到启发。中国有句俗话：卖

什么吆喝什么，或者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只要

头脑中经常有思索的问题，带着问题去观察，

去学习，去思索，无论在什么场合，工作、学

习、娱乐，都会得到启发，丰富自己的思想和

观点。比如，毛泽东看《打金枝》这出戏，和

我们漫不经心不同，他从唐朝皇帝和汾阳王郭

子仪圆满处理这件事情中得到启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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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多作自我批评。”

又比如，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统帅在二次大战

中攻打西西里岛，久攻不下，和同事们打桥牌消

遣，在用压挤法打赢一付牌以后，推牌不干了，

说要回去修改作战计划，也要用压挤法攻打。
我们也应当这样，从老太婆在 “菜篮子” 问题

上发出的呼声中，从五十年代折实储蓄和现在

保值储蓄的演变中，从纳税人的赞美声或责骂

声中，甚至从《红楼梦》“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以及 王熙 凤 私 设小钱柜

中，也可以悟出有关物价、税收和体制改革的

若干道理。古语说：“到处留心皆学问，世情

练达即文章” ，事实正是这样。
第二点，“ 不能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

袋。”这是毛主席在听取聂荣臻十二年科学规

划汇报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干革命，要实事求

是，独立思考。搞建设，搞科学，也要实事求

是，独立思考。理论要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

能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

也不要迷信。即是说，不能当传声筒、留声机，

只说别人说过的话，而无自己的东西。“自己

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 ，这是一切教条主义

者的共同特征。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从来不用

脑筋分析具体情况，不愿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

作，人云亦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

倾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只会生吞活

剥马列主义的片言只语，迷惑了广大同志，使

中国革命受到极大损失。在新的历史时期，在

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的从另一方面，把西方

经济学当作教条，打着 “解放思想” 和 “再认

识” 的幌子，诬蔑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

生吞活剥某些西方经济学的片言只语，什么赤

字无害论、吃饭财政论、市场决定论，以及政

治多元化、国营企业 “民营” 化等等，去吓唬

人们，同样使我们的工作受到重大损失。我们

应当从 “左” 的或右的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吸取

教训。
记得国外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在人

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象黄金一样重，总

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相反地，那些牛

粪一样的谬论倒漂浮在上面而到处泛滥。近几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那些自相矛盾或混乱

不清、象牛粪一样的谬论，如《河殇》之流，

塞满了我们的报刊，确实 欺 骗 和 迷惑了一些

人。英国萧伯讷说过： “你应该小心一切假知

识，它比无知更危险。” 我国韩愈也说过：“业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随，
即漫不经心，人云亦云，没有独立见解。要辨

别真假知识，要有独立见解，就要象毛主席说

的那样，不能自己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要实

事求是，独立思考，对于任何问题都应取分析

态度。
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

举了邯郸学步的故事：“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

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
直匍匐而归耳。” 意思是说：邯郸的步法是天

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

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是否从此不学了呢？鲁迅说：再学下去，但要站

起来。站起来，就是要自己的脖子上长自己的

脑袋，就是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对西方经济

理论也应当这样。既不能囫囵 吞 枣 地 全盘接

受，也不能因噎废食，一概拒绝。要在改革开

放中，分析批判，独立思考，善于分析。
第三，“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

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哲学是基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再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要学 马 克 思主 义哲

学。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 “陈云同志建

议，要提倡学习，主要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

志的哲学著作……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

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

志的著作。”（《邓小平论 坚持 四 项 基本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83页）陈云多次强

调，学好哲学，终生受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 年 大 会 上的讲话

中，号召“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

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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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唯物

辩证法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认为世界是发

展着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这样的世界

观去观察世界，去指导革命，从事生产，发表

议论，这就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的统一。我们常说，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要学习和掌握唯

物辩证法。
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概括说来是三失：失控、失衡、失调。三失的

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主观上讲，不

可否认，是同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少了点辩

证法，多了点形而上学有关。改革，是一个伟

大的系统工程，破与立，放与管，统与分，收

与支，取与予，改革与建设，发展与稳定，竞

争与协调，计划与市场，积累与消费，微观搞

活与宏观控制，对外开放与 “安置纱窗”，物

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等等，都是辩证的统一。
正确处理和把握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问题，都

要作整体性的理论思考，没有哲学的帮助是不

行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

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我们也

可以加上，毛泽东能够写出《新民主主义论》），

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

辩证法这个武器。又说：没 有哲 学 头 脑的作

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

进行四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篇大文章，没有哲学头脑，同样也写不

好这篇大文章。江泽民同志在国庆讲话中说：
“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

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这是千真万确的。
学习哲学，当然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但也不单是哲学著

作，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也可当作哲学著

作来读。拿《论持久战》来说，全书120节，以
“能动性在战争中” 为分界线，前58节，大体

说的 “是什么” 和 “不是什么”，主要讲客观

的问题，从59节以后，大体说的是“怎样做”

和 “不怎样做” 的问题，主要讲的是主观能动

性。全书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敌我双方的

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四个方面的矛

盾对比和发展中，论证了为什么是持久战，为

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以及怎样进行持久战

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通俗简练，逻辑

严密，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充分显示了辩证

思维和论证的威力。此外，也要学习小平、陈

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包含着丰 富 哲 学 思想的著

作，如陈云的《全面、比较、反复》等。
学哲学，要结合着历史学，历史是了解现

实的一面镜子。要结合世界观的改造学，“无

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

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

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

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实践论》）要结

合着实际学，把学习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

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
财政部门是综合部门。财政工作的一收一

支，反映着上下左右各方面的矛盾。通过这次

学习，把哲学理论运用于财政工作，将使我们

的财政工作更有声有色，更加丰富多彩和符合

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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