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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闲谭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植血脉灵魂

陈云同志说过：“学好哲学，终身受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意义在于，
它广泛存在于工作生活中，对任何人从
事任何工作都是适用的。虽然它也在不
断向前发展，也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
改变而发生某些变化，但必须承认，它
是一种科学成熟的理论，提供的是一种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本身就承认客观事物的运动
发展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现实中，一些同志工作不能说不努
力，之所以常干糊涂事、犯错误，不是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

点不认同不熟知，而是不注重或不善于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遇到矛盾困难，要么习惯于翻老皇历、
找教科书，过多依赖过去的经验；要么
避难就易、绕道而行，致使工作指导与
实际情况背道而驰，工作质效大打折
扣。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的干部
中有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
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

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学
用哲学势必会出现走形式、一阵风和
庸俗化等不良倾向。可以说，学用哲学
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

是一个必须用行动来回答的实践问
题；不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就观点学
观点的过程，而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
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所以，
我们只有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
良学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与正在从事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才
能充分认识哲学的深刻意蕴，真正领
略哲学的强大功效。习主席坚持把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党情国情军情相结
合，开启了强军新征程，开创了强军新
局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
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典范。

“众人拾柴火焰高”。推动新时代
强军事业需要大批真学真懂真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党员干部。尤其在当前，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新
情况、新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
前，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思
想因素与利益因素相互叠加，制度因
素与人为因素相互纠葛，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军队改革转型效益。搬掉这些
横亘在事业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和
“绊脚石”，必须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
的交汇点，坚持一切从实际而不是愿
望、从全局而不是局部、从大我而不是
小我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方法论，去认识和把握改革转型中
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既关注具体
问题又进行整体把握，既立足当下又
着眼长远，既抓住枢纽又推动全盘，在
实事求是、辩证统一中不断优化工作
方法，在直面矛盾、解决问题中不断提
高领导能力，在敢于担当、改革创新中
不断提升工作质效，确保各项工作经
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以哲学之力提升工作质效
■一 文 谢伟昭

哲学思维是一个透过现象把握本
质、透过偶然性把握必然性、透过局部
把握整体的创造性思维过程。马克思
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
种独特理论思维形式，可以为我们提供
探寻事物本质规律的方法，是人们形成
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源头
和重要工具。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
学》一书中阐述：“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
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显得越有
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
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
的效力就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
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

当然，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实践
范围毕竟有限，再聪明的人也难以样
样皆通。所以，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重中之重，不是要求我们像哲学家
那样，深入系统地研究哲学本身，而是
要把其基本观点融入灵魂深处，塑造
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思维形态的
哲学品格。对广大党员来说，最核心
最关键的就是要树立共产党人的崇高
价值追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锤炼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品质、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品格，把实践和
群众放在首要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思想精髓，也是我们共产党人

必须具备的思维品质。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谁具备了哲

学思维并能灵活运用，谁就能于纷繁复
杂中找准方向、找出思路、找到办法。
现实生活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
以变异出种种新表现，比如因为纪律规
矩越来越严而畏首畏尾、不敢担当任
事，没有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就随意拍
脑袋决策、随手拍胸脯保证，描绘宏伟
蓝图时豪言壮语而落实行动时又左推
右挡、始终不见真章，等等。从表象看，
这是领导方法或工作方法不科学不正
确所导致；从本质上看，则是缺乏哲学
思维品质，不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脱离客观实际生搬硬套，工作效率自然
大打折扣，甚至事与愿违。因为，任何
客观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和条件
下存在的，把握住这一客观事物存在的
时间、空间和条件，才能把握事物的实
际和实质，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哲学思维品质的打造形成绝非一
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仅靠读几本经典
著作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由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从
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
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信仰、
政治情怀和精神追求，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能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而不
是主观愿望出发，正确认识和科学掌
握事物发展规律，主动运用唯物辩证
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打造鲜明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品质，锤炼提
高驾驭矛盾的本领、指导工作的水平
和领导发展的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
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推动各项事
业顺利前进。

打造鲜明的哲学思维品质
■戎向东 纪 洵

习主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
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打牢哲学功底，具备哲学思维能
力，善于运用哲学观点分析和思考问
题，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解决问
题、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的“金钥匙”。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会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迫切需
要每名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哲学素养，
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更好地把党的各
项事业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所提

供的“批判武器”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
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
宝和强大思想武器。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仅深入研读马
克思主义经典，而且非常善于运用其
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现
实问题。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教条主
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毛泽东没有
单纯就军事问题谈论军事问题，而是
站在哲学高度针锋相对地驳斥和批
判，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
理论基础，指引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要把握好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在新
征程上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马
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
义。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自觉
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不仅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要求，
更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马克
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是认识世界和指
导实践的科学方法，有利于我们认识
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指导，主观和客观就会分裂，认识和
实践就会脱离。所以，必须把学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战略性问题和经常性

工作来抓，积极传承和发扬我们党学
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深化理
论武装、强化理论思维，科学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
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
究使用的方法。”当前，我们正在进行
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立足
实践，在探索中前进。学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也要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充
分考虑所面临的具体情况，避免陷入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窠臼。在认真研
读经典原著、准确掌握基本原理的基
础上，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特别
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所面临的
最紧迫的问题入手，透过现象看本质，
既客观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又准确
判断未来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解
决办法。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思维观念
全面转型、能力素质全面升级、作风形
象全面重塑，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

学哲学用哲学是事业所需
■周燕虎

●理想会让我们内心更加
充实而沉静，但生活中有些貌似
理想的欲望则会让人心陷于浮
躁与嘈杂之中

“把永恒纳进心灵，把无限握在

手里。”虽然早已过了少年轻梦、青春

放歌的年龄，但英国诗人布莱克描写

理想的诗句同样在心头砰然撞击着。

很欣赏这样一个比喻：《红楼梦》

中的那些诗，唯有与书中的人物情节

连在一起看才能品出味道，如同水

草，拎出水面就不好看了。理想亦然，

无论多么高大上，如果拎离了现实环

境和日常生活，任你吐辞为经、强聒

不止，所言者非空洞即干瘪。

读过学者关于理想有些“超前”的

趣谈：大约百万年之前，人类在生存的

跋涉中一次次被石块割破手脚。他们

就开始想，如若有更加锋利的石块，不

也同样能够撕开敲断野兽的皮骨吗？

于是，人工磨制的手斧出现了。这“理

想”不算高，却因实实在在地进入生活

而加快了人类的进化。难怪美国学者

哈里斯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这种被

称为理想的思维：“与数百万年的进化

相比，这种能力只是最后一分钟的飞

越，但它对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却无可估量。”

古希腊哲人为理性赋予了最高的

价值，因为只有通过理性我们才可以得

到关于世界的知识，了解天地间事物的

真相。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却提出了另一

番见解：理解世界并不是人类最重要的

才华，想象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才是我

们真正重要的进化优势。人类心智最擅

长的，就是能够并努力地对自己与世界

未来进行设想、揣摸、体验（所以也有人

把理想称为“未来感”）。换言之，人之所

以成为人的根据，生活之所以成为生活

的意义，就在于拥有理想并为之努力追

求。如哲学家胡塞尔所言：“一种新的内

在的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支撑人

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

《山海经》中有这样两位神仙：一个

头立在地上，名为嘘；一个头顶在天上，

名为噎。一个管地门，一个管天门。他们

不是用语言而是分别用出气和吸气之

声，引导日月星辰的出入。其声似虎啸狼

嚎、如鸟鸣虫唧。由此想到，我们谈理想

之宏大高远，如若也用这种云里雾里虚

渺的“嘘”“噎”之声，则只能让人敬而远

之；同时，无论怎样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专

为成功者而加上的注释，也不能睥睨平

凡人生的悲欢离合。我相信，即便是无功

无名的升斗小民，只要在生活中拥有和

持守着自己的理想，其生命同样会拥有

闪烁美感的瞬间。

岁月的沧桑和温暖、命运的坎坷与

幸运，构成了生活。如何才能让理想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英国哲学家史蒂文斯的

话给我以启发：“思考当下并感知空间。”

我们都熟悉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就因

为他感知并思考了当时“瓜分豆剖，渐露

机芽”的现实，从而选择了以灵魂手术刀

救治国民精神的人生理想和生活道路。

理想会让我们内心更加充实而沉

静，但生活中有些貌似理想的欲望则

会让人心陷于浮躁与嘈杂之中。东汉

的《艺文类聚》载：齐女欲嫁，提亲者

二，“东家富但子丑，西家贫而子俊”。

姑娘左右手齐袒：“东家食，西家宿。”

故事没交代结局，但却告诉我们，把欲

望作为理想最终只能成为笑柄。

刚刚离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学问

令人高山仰止，但他的一句话却让我

们心头点滴温凉：“人生在世，安顿好

自己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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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管夷吾曾射过齐桓公一
箭，险些要了他的性命。齐桓公当上国君
后，知道管夷吾有济世之才，不但不计前
嫌，而且委以重任。受此感召，天下有识之
士纷纷归附，使齐国成为各类人才的聚集
地，为国家走向强盛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
撑，最终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纵观历史与现实，一个人如果具有
一心为公、相忍为国的格局、气度和胸
怀，就能自觉摒弃个人恩怨，站在整体
和全局高度审时度势，容人容事，聚拢
天下英才，成就一番事业。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
和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迫切需要一大批
能挑重担、能当重任的优秀人才。雨果

讲，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
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
怀。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为强军兴军选才
用才的重任，不仅要有求贤若渴的紧迫
感，更要有“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
能撑船”的豁达胸怀，对那些真正有品
德、有学识、有能力，但又并非尽善尽美
的干部，应多些包容宽容、少些求全责
备，多看主流，善用其长，做到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

如果领导干部都能有识才的慧眼、
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
量、聚才的良方，就一定能形成强大的
“磁力场”，把各类人才集聚到新时代强
军兴军的伟大事业中来，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则指日可期。

大度容人则才聚业兴
■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 杨朝富 张 博

170年前，《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点亮了人类思
想的星空，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习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真经”，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今天，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学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应该怎样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事业发展贯注强大力量？本期“修养视点”
围绕这一话题，与读者讨论交流。

编
者
按

肖乾旭 图/文

生活画语

人们研究钱学森，发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他的官越当越小。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后来他主动

要求当副院长。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

席，后来，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对

此有人不解，钱老却说：“为国家、为民族

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

留”，辛弃疾《鹧鸪天·和人韵有所赠》里

的这句话，告诉人们只有留下事业才会

如芳草常在，而其他一切都是过眼浮云。

在共产党人的字典里，从来是不计得失、

淡泊名利，做事在前、做“官”在后；事业

为重、“官”位为轻。这是共产党人觉悟和

党性的“标配”，是赢得人心、成就事业的

关键所在。

习主席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的第一

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

作。牢记身份、明确职责，就要找准定

位、演好角色。是党员、尽职责，就要

一心向党，一心强军，少想个人升迁，

少盘算个人利益，少计较个人得失，把

时间、心思、精力更多地用在工作上。

如果淡薄了身份和职责意识，就会患得

患失，把表现当作投资，把成绩当作资

本，向党伸手要这要那。一旦个人利益

得不到满足，就会滋生负面情绪，公事

“磨洋工”，私事“打冲锋”，要么不作

为，要么乱作为，结果误己误事。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关键时

期、攻坚阶段，最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

事业心、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在这道历

史性考题面前，许多同志向党和人民交

出了合格答卷，他们舍弃了晋升职务的

机遇，舍弃了相对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舍弃了熟悉的工作岗位和环境，毅

然服从组织决定，服从改革大局，以己

之舍换取部队建设之得，自己也得到了

精神磨砺和境界提升。这样的“舍”与

“得”，真正彰显大忠诚、体现大情怀、展

示大格局。

当年，一位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职

务调整不满意，建议朱德总司令跟中

央说一声。谁知朱老总却说：“戏点

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

共产党员嘛！”朱老总的话让这位同

志幡然悔悟，愉快服从了组织的决

定。能上能下显本色、见境界。每个

人的成长和作为都离不开组织，离不

开自己所处的环境。无论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都

应该自觉服从组织，“戏点到谁谁就

唱”。在强军征途上，每个人都应该

找准角色定位，以平和心态和进取精

神致力于强军兴军，书写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荣光。

能上能下显本色
■何东平

忆传统话修养

修养视点

●在共产党人的字典里，从来
是不计得失、淡泊名利，做事在前、
做“官”在后；事业为重、“官”位为轻

言简意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