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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及其影响

张忠山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伴随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
实践中推动革命和理论发展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多次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

“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蕴。他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重申从客观实际出发，寻

求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性，进而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路线。这次讲话为马列研究院及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确立了研

究方向，推动其治学方针实现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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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

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

髓。这一思想路线的提出、确立与贯彻，伴随着党

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毛泽东思想认知

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形成、确
立和贯彻进行了长期思考和探索，贯穿着他为革

命和建设奋斗不息的一生。学界历来重视关于毛

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从各个角度展开

论述实事求是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阐述其

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影响。
1941 年 7 月，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

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这是他一生唯一以

实事求是为题的讲话，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披露

全文。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的接连改组改

名，实现了从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和教学为主，到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理论问

题为主的重大转变。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实事求

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实事求是》讲话出

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阐述其对中央研究院

的研究方向产生的影响。目的在于通过文本考

察，考订相关历史事件，以期丰富党的思想路线形

成史的研究。

一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历

史脉络

从目前的考据来看，“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

自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

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①。此

指刘德热衷于收集先秦旧书，并以此求其真，意在

赞扬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中国传统思维

中，“实事求是”一直用于指称“求真务实”的治学

态度，并未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更没有赋予其

对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内涵。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正

确的思想路线，历经曲折漫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源自传统文化的

概念，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同样经历了一个

较长的认识过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则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赋予这一典

故以革命实践性质的内涵。
历史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展民

主革命，必然会遇到各种特殊情况，需要在纷繁复

杂的实践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各种问题。土地革

命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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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革命经验

教条化的思维定式，这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

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了纠正中

国革命中的错误倾向，1930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

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毛泽东主张“共产党人从

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路

线，而不应该奉行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路线。
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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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阐述党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成为毛泽

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

思想基础。
1937 年夏天，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课，整

理出讲稿《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为阐述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 年秋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在民族抗战的各项革命工

作中，“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

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

确定的任务; 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

向”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为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大会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统

一与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模范，它的一切工作

要实事求是地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

利的一切主要问题”③。从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和实践指南。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

析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认为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决不是‘自以为是’
与‘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 所 能 解 决 问 题

的”，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革命的实践，才是检

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表

现在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主张实事

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④。
该文对于实事求是的理解，开始与“理论与实践

一致”联系起来，为后来将实事求是解释为理论

联系实际的经典阐释奠定了基础。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

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予以马克

思主义的界定，深刻揭示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

基本要求，赋予这一古老成语以当今时代特色的

内涵。他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党性是否纯

洁的高度，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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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找出周围事物

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认为“对于

在职干部教育与学校干部教育，应以研究中国革

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去研究马列主义，废

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⑤。从这

一认识出发，对延安干部教育领域尤其是马列学

院教学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偏向提出严厉批评，

主张必须对全党的学习进行根本改造。毛泽东认

为党员干部中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完

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人们务必遵守的

“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在革命实践中导

致严重后果。列举干部教育领域中教条主义的诸

多表现，至 少“经 济 学 教 授 不 能 解 释 边 币 和 法

币”、让十几岁的青年啃《资本论》和《反杜林论》，

这两条是明确针对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

义偏向的⑥。鉴于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对革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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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开始考虑端正党内的

思想路线，从干部教育领域着手，确立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马列学院于 1938 年 5 月在延安创办，是全党

“第 一 所 攻 读 马 列 主 义 理 论 的 比 较 正 规 的 学

校”①，中央将其定位为“最高学府”②。马列学院

在教学中“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色彩”，部分学员

“认为理论工作者可以不研究实际问题”③，这一

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成为毛泽东对其提出严厉批

评的“依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

评“学理论的人不懂得法币和边币”，整风时期召

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将马列学院定性为“教条主

义”，接连对其改组改名，由此可见中央端正思想

路线的努力④。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延安干部

教育领域，尤其是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脱离实

际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重在阐明“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蕴含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寻找指导中

国革命的科学理论的诉求。根据报告的指示精

神，干部教育领域开始进行组织机构的改组，干部

教育内容实现从注重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

究和传播到致力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阐发的转变。
进而因此引发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

二 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

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
1941 年 5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依据毛

泽东上述报告精神，决定以马列学院为基础成立

马列研究院。6、7 月份，中央先后决定洛甫、范文

澜任正副院长⑤。综合《毛泽东年谱》记载并考订

相关文献可知: 7 月 17 日，马列学院正式改组为

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

《实事求是》的报告”⑥。
由于马列研究院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在亲历

者回忆中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记忆，关于一些时

间节点的说法存在时空错位的情况。如将毛泽东

的这次讲话，误忆为在 7 月或 9 月中央研究院成

立大会上的讲话。目前较为详尽地介绍这次讲话

内容的 文 本，主 要 有 蔡 天 心 著《延 水 扬 波 永 奋

旌———中央研究院成立日纪事》、蔡天心与林树

青合著且经吴介民修订的《“实事求是”———回忆

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吴介民著《纪念〈大众哲学〉再版，缅怀艾思奇同

志》三篇文章。本文辨析各种回忆文本，订正舛

误之处，在文献史料基础上最大限度还原毛泽东

讲话内容。
7 月 17 日，为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

立，中央召开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大会。院长洛

甫宣布成立大会开始，首先请王明讲话。王明指

出: 苏联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瓦尔加为斯大林作

总结报告提供数字，中央抽调你们成立研究院，是

为了把你们培养成瓦尔加式的辅助中央工作的

“红色专家”⑦。王首道回忆，王明在“马列学院开

学纪念日”讲演中鼓吹教条式的学习，“还吹捧苏

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⑧。可见，二

者同指王明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的讲话。
之后，毛 泽 东 作 题 为《实 事 求 是》的 主 旨

讲话。
首先，说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原

因，是由于“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大正的地

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你们研究院，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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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指导的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先念同志致延安马列学院建校 50 周年纪念集会的一封信》，载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1 页。
曾彦修:《延安马列学院概况》，载延安马列学院校友联络组编: 《延安马列学院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66 页。
师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6 页。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200 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6 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 1904－1950)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2 页。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 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5－316 页;《解放日报》报道，1941 年 7 月 28 日，马列研究院

研究员和培元溺水逝世。殷白日记记载，事发当日“行过开学典礼仅十一天”。根据对当时情形的分析，可知 7 月 17 日开学典礼上正式

宣布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参见《青年哲学家和培元溺水逝世》，《解放日报》1941 年 7 月 29 日; 殷白:《回忆琐记》，载温济泽等

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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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

研究作风，这样你们的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成功”。
毛泽东批评那些读几本马列主义书籍便自觉了不

起的人，指出“他们只能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词句，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更没有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和指导中国革命，因而他们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对

于边币和法币都说不清楚。这些同志大多数是些

年轻的同志，大都是些聪明的人，只要他们把学风

整顿好了，都是很有用处的”。毛泽东阐明关于

理论和理论家的界定，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又

能指导中国革命前进的理论，才称得起理论，也只

有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理论家”①。讲到这

里，针对王明方才讲演中鼓吹教条式学习的观点

予以批驳澄清，“转身问王明，中国需要多少这样

的理论家，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王明没有回答。
毛主席便说: 需要一二百个这样的理论家和领袖，

中国革命才会取得成功”②。党员干部“如不接触

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

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

农学习”。他还说: “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

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

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③毛泽东谈到历史上

教条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危害，指出教条主义

“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在白区的力量损

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教条主

义、主观主义是全党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

要! 犯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又不知改悔的

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比猪还蠢”。并且“风

趣地解释说，猪走路碰到了南墙，还知回过头来，

另找新的路子走，可是那些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

知回头，你说不比猪还笨吗? 当然，有的人可能七

碰八碰之后，回过头来了，但也有个别人，可能至

死还不回头的!”④

其次，着重阐述实事求是问题，要求深入社会

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

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须下马看花。跑马看

花是看不清楚的，只有下马看花才能看清。”举例

指出，“你们骑马过河，会看到马走到河边时，总

是先把前蹄伸到河水里，试一试河水的深浅，然后

才往前迈步下水，这就是在做调查研究呀! 马尚

且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却

从来不做调查研究。”⑤讽刺那种华而不实、夸夸

其谈、不做调查研究就发号施令的钦差大臣的作

风，讲述这类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并且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中国社会流传广泛的成语

“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用主观的努力去研究。”⑥毛泽东指出，“走马

看花，只看见红、黄、紫、白一大片，究竟哪是菊花、
牡丹，还是芍药分不清楚，只有从马上下来，细细

观察，才能辨别出来。因此，对中国实际现状，要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苏联

孟什维克德波林是唯心主义者，也是教条主义者。
他从黑格尔来研究黑格尔，就是用黑格尔书中词

句来说明辩证法，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来阐述。
艾思奇同志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著作，从社会

实际生活出发，以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哲学原理。
让哲学从书房走出来，把哲学变成研究实际的理

论武器。艾思奇以自己的行动，反对德波林主义，

产生了 很 大 的 影 响，是 为 中 国 革 命 立 了 大 功

的。”⑦为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提出对马列主义的

学习和研究要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方式，要求走

出机关、教室、书斋，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⑧。
最后，阐明讲话的主旨，对马列研究院提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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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心，林树青:《“实事求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温济泽等编: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

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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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介民:《纪念〈大众哲学〉再版，缅怀艾思奇同志》，《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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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和要求。毛泽东指出，中央集中干部办研究院，

意在推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之风，依据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

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

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

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

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①。讲话结尾，

毛泽东“用十分郑重的语气说，中央要求新成立

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每一

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具备的作风”②。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特

色，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这一最大的“实事”，为

寻求中国革命规律性“是”，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发

挥主观能动性去探“求”。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

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实事

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且将其上升到马

列研究院( 及其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 今后的工

作作风的高度，指明研究院今后的工作方向。毛

泽东对王明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

批驳，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的重要任务，对此后中央研究院的治学方针产

生了重要影响。
改组时，原马列学院人员一分为三: 少数人调

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大部分不适合从事

理论研究的同志分配到各地工作; 在理论上有培

养前途的同志进入马列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③。
改组后，最主要的变化是把教育机构改组为研究

机关，剥离其原有的教学职能，原马列学院各教研

室转变研究方向，并成立了几个研究室，从致力于

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转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

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如原马列学院政治经济

学室改组为中国经济研究室后，其任务从研究

《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转向研究国内大后方的经

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研究与批

判各种错误经济思想④。同时，研究院在研究过

程中培养人才，各研究室除特别研究员和研究员

以外，还招收少数研究生。
有研究指出，改组旨在“反对原来马列学院

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

开展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但

当时大多数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包括当时马列研

究院的 领 导 同 志，因 此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变 化 不

大”⑤。可见，改组未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 《实事求是》讲话对中央研究院实

际工作产生的影响

为了整顿干部教育领域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

倾向，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学习方法采

取多种措施予以改革。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以马列主

义为指导，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⑥。8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延安干部学

校的教育工作存在的不足再次提出批评，要求对干

部教育进行重大改造，彻底纠正教学方法和思想方

法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会议决定

由张闻天领衔组建专门机构，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

并起草相应的文件。马列研究院改组后的实际表

现未尽如人意，促使中央采取措施继续推动其改

革，以更加鲜明地突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法研究

中国革命问题的主旨。9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

决定“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

义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⑦。
为顺应中央改造党内思想路线的形势，中央

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和方法，基本遵循了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实事求是》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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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精神①。研究院通过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

治学方针、编写推动思想路线改造的《马恩列斯

思想方法论》、深入边区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行

动，表明自我反思、勇于实践的勇气。
( 一) 适时转变治学方针，从重视读“本本”到

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 “依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

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

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

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

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②中央研究

院成立伊始，依据上述指示精神制定概括为“大、
变、化”三个字的治学方针，其含义如下: “大，志

向要大，决心要大; 变，是指学习方法要变; 化，是

联系实际，具体应用，即马列主义中国化。”③依据

上述方针，设立政治、经济、文艺、文化思想、历史、
教育、新闻、俄语、国际问题等九个研究室，除后二

者外各研究室名称前分别冠以“中国”二字，以突

出运用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办院宗旨。各研

究室分别制定半年至三年的研究计划，确定研究

任务与内容，研究人员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开展集

体研究。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业务规划都以

研究中国实际为主，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

进”，实现了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如中

国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年半研究计划，规定以“从

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制度及政治

思想之历史的和现状的研究，培养能掌握新民主

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论干部为目的”④。
( 二) 坚持马列主义为现实服务，编辑《马恩

列斯思想方法论》
1942 年 2 月，毛泽东先后作题为《整顿党的

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深入贯彻整风的

部署，毛泽东在作上述报告几天后召集理论工作

者开会，批评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当时存

在于部分同志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讲话中

“指出有些同志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

主义，极端民主化，这里有思想意识问题，也有思

想方法问题”。为帮助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方法以整顿思想作风，毛泽东要求把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

都摘录出来，系统地编出一本《思想方法论》。会

上把编书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

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而以前者为主。会后，艾思

奇“立即对搜集、摘录和编纂这本书的工作作了

具体的布置”，并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大家把

当时延安所能找到的马恩列斯著作全部收集起

来，摘录其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历时一个多月

的紧张工作，终于编辑成书⑤。该书经解放社出

版后，在各根据地一再翻印再版，成为整风运动中

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为全党的普遍整风和理论

学习，进而改造思想意识、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

立初期，该书依然是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指定书

目，持续发挥教育影响作用。
( 三)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从调查研究

出发

殷白回忆，院长张闻天“多次号召我们学习

毛泽东同志的治学方法，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学习理论，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

际，求得真正的学问”⑥。为了在接触社会实际中

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张闻天决定亲自组织

调查团，赴基层作农村调查研究。临行之前，他去

中央研究院讲话，郑重指出: 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和

方法是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全党同志

认真地向毛泽东学习。随即开始自我剖析，声称

自己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缺乏实际的梁

上君子”⑦。1942 年 1 月 26 日，张闻天率团出发，

至 1943 年 3 月 3 日提前结束调查返抵延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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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中，亲自主持各种调查会，深入

社会各阶层调研，广泛收集有关帐簿和文字资料，

并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写出多篇具

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张闻天在回延安后向中

央汇报，指出这次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收获: 首先是

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

不断努力的必要”; 其次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实际。他以射箭为喻形容自己

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在实践中加强

锻炼，指出理论联系实际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

展①。这篇工作汇报，表明张闻天已经高度认同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作为行动准则。在

此前后，各研究室自觉贯彻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

指示精神，通过组织小型调查团下乡调查或参加

边区选举工作的形式，较为深入地了解建立民主

政权的边区新农村。通过接触社会各阶层群众，

了解到边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把书本上的马

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无限生机的、丰富多采的伟

大革命实践”，在工作实际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②。

四 结语
1941 年底，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

是”的训词。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

大作总结讲话，最后一节题为“实事求是问题”，

指出“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

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问题”。号召全党“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

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

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③。党的七大将

“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全党正式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党的

十六大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确

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2 年 5 月 27 日，习近平

同志在《学习时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一文，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

到领导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

率”。可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重要成果，已经成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形成的

理论基础。

Mao Zedong's Speech of“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Its Influence

ZHANG Zhong-sha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Mao Zedong gradually formed an ide-
ological line that emphasizes everything from reality，links up theory with practice，and promotes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and theory in practice． During Yan'an period，he expounded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see-
king truth from facts”many times，and endowed it with the meaning of Marxism in his argumentative writing
Transforming Our Learning． He gave a speech entitled“Seeking Truth from Facts”at the conference on reor-
ganiz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xist－Leninist Ｒesearch Institute，reiterating his ideological line of start-
ing from objective reality，seeking the regular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n using it to guide the revolu-
tionary practice． This speech establishe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Marxist-Leninist Ｒ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renamed Central Ｒesearch Institute，and promoted its academic policy to achieve a transition from mainly
studying Marxist theory to using it to study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speech; Central Ｒesearch Institute
(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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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20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1 页。
马洪:《难忘的回忆》，殷白:《回忆琐记》，载温济泽等编: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131

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7、22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