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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领导干部中外历史学习十二题)》(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
是“科学发展时代领导者能力与素质提升系列”之一。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领导干部中外历史学习十二题)》分为领导干部为什么必须学习历史；中国历
史上“盛世”的形成；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和用人策略；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认识等十二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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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总结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对于他在创立科学历史
观方面的功绩有这样的评价：“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
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
恩格斯还曾经说，马克思和他，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反杜林论》）。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人们对于过去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把唯物主义
应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这就是马克思和
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
明地迈进的一步。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研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许多经典著作，例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
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实际上首先是史学名著。
他们的许多论文和书信，也都表现出他们对于历史的卓越理解。
马克思一生中阅读过许多历史学著作，作了大量大量的提要和摘录。
他在作摘录时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记录所研读的史学论著的文句，而是一面摘录，一面表达自己对各种
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评论。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也体现了他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历史观点。
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方法，通过这些手稿也可以得到反映。
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历史学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马克思不仅在社会经济历史演变规律的探索方面有伟大的贡献，对于政治史也比较重视。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应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基础有所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
主义原则真正掌握。
而从事政治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从马克思、恩格斯笔法新鲜生动的有关政治历史的诸多论著中，也
可以直接得到许多教益。
毛泽东是一位十分关心历史学、充分重视历史学，对于历史既有浓重的兴趣，也有深刻的理解，特别
善于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斗争实践的革命家。
他的政治事业的成功，和他深厚的历史学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的这一论点，经数十年革命实践的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政治实践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必然应当具备历史洞察力，这样才能有清
醒的政治预见，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经历了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艰
苦复杂的斗争。
大体说来，毛泽东当时常常代表着正确的意见，这种意见的形成，是以符合历史的认识作为基础的。
他在《实践论》一书中，曾经说明了正确和错误两种思想的分歧其实和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有关。
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
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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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看来，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在于它们都是“离开具体历史的”。
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当时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形成，确实正是以对中国社会准确的科学的历史分析
为基础的。
没有对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积累和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的历史判断，没有对近代中国阶级力
量的准确的历史比较，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主要原因之
一，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不了解”（《（共产党人）发刊词》）。
“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形成，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
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针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分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曾经提出严厉的批评：“不注重研
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毛泽东提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
，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
他号召在全党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而所谓“实际”，包括“历史实际”。
毛泽东指出，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
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极力提倡的另一种优良作风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问献王刘德》，原文是：“修学好
古，实事求是。
”这是汉代历史学家班固称赞汉武帝的弟弟刘德的话。
“实事求是”与“修学好古”的联系值得注意。
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也包括“认真地研究历史”，“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
“实事求是”，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式。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兴起之时，社会上和党内都有不同的认识。
毛泽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肯定农民运动的实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态度，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相比，确实表现出毛泽东站在纵
观历史的高度，借助对于历史的透彻理解，把握革命运动的前景与方向的超乎寻常的远见卓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都是
受到中国政治史千百年来的启示而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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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
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
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
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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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领导干部中外历史学习十二题》：领导者为什么必须学习历史、中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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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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