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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党的学风思想研究的新成果：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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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增强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水平。”最近，由阎树

群研究员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一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学风”的最终成果，在对党的学风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进行全面

梳理与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党的三代领袖的学风思想，这对于坚持和弘扬我党的优良学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学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学

风建设的丰富经验。该书以党的学风思想的历史发展为线索，采取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系统

地探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学风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地总结了党的学风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

作者认为，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学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理论概括，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

同历史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问

题，而提出的学风建设任务和进行的学风建设实践。这种以历史发展里程为主线的论述方式，不仅脉络

清晰，历史感强，而且充分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风理论和学风建设实践的突出特点和主

要成就，从而把学风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紧密联系了起来。 

    

    以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创新为主题，深刻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的精神实质。该书运

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学风问题的总体特征、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该书认为，学

风问题本质上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其实质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其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进

行理论创新。循着这个思路，作者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

过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所创立的三大科学理论；论述了在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创新的学风的推

动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论述，不仅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特质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进理论创新的学风，实现马克思主义同21世

纪中国实际的新的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比较研究为方法，科学阐发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学风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共

性与个性。在阐述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学风理论时，该书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它从

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政治立场和精神风貌、理论自觉和指导实践等方面充分阐发了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学风理论的共性和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另一方面，又以整个党的建设的具体内容和客观要求的变

化为基点，从时代背景、理论贡献、现实针对性和思想侧重点等方面揭示了三者的个性和后者对前者的

发展。这种从联系的客观性出发，深入揭示三代领袖学风理论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内涵，全面阐发它们之

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比较方法，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三代领袖的学风思想及其一脉相承而又与

时俱进的特征。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风思想和胡锦涛关于学风的论述为依据，全面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学风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最新成果。为了使学风理论研究在广阔的历史源流中充分展开，作者对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的学风思想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对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进行了现实性观照，展示了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的最新成果。通过这种追根溯源的考察和总结新见的论述，使读者既能从“老祖

宗”的论述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特质，又能从最新的学风思维成果中受到启迪，并且进一步加深对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学风理论的理解，形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全面、系统而严整地把

握。 

    

    （作者系西北政法学院马列所教授，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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