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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论解放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
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
的。 

  《实践论》（1937年7月）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
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
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
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矛盾论》（1937年8月） 

  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
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
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
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
东方革命这个“的 ”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
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
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
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
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
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
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
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
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
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
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
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
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
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
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
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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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
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
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
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
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
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
步发展、逐步变动的。 

  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
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
使思想活泼起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

 



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
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3年—1965年）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
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
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196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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