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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惊梦》（湖南美术出版社）是

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贾珺教授关于古

典园林的随笔集。作者对中国古典名

园进行考察和复原，并配以大量的园林

摄影、馆藏名画、建筑平面图等，带领我

们纸上游园，生动讲述了历代名园背后

的故事。

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含蓄隽永，处

处蕴诗意，时时漾诗情。园林融有诗文，

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园林的亭台楼阁及山

石上的镌刻、匾额、楹联，又辅之以诗词

的文化勾勒和点缀。作者书中提到闽台

的林家花园，几乎所有景致都设有匾额，

多处悬挂楹联，单单是“看方鉴斋”“开轩

一笑”“横虹卧波”等雅名，便立刻让人联

想起中国的传统典籍。

以诗词典故命名还不够，园主人在

园中宴饮宾客、赋诗品茗后，还将诗集冠

以园林之名，《佳山堂诗集》《憺园文集》

《卧风轩集》等诗集俯拾皆是，更让园林

诗意盎然，风韵无穷。此外还有园林里

闲适逍遥的诗意传说：司马光在“独乐

园”里著书立说，吴揖堂在“带柳园”里种

瓜植豆养鱼，沈复与芸娘在“沧浪亭”中

惬意过七夕。都说“文因景成，景借文

传”，中国古典园林与诗词艺术可谓水乳

交融、息息相通。

古 典 园 林 中 蕴 含 诗 情 ，也 藏 着 画

意。很多园林的造景直接“源于国画”。

书中提到，清代盐商汪氏的“九狮园”相

传出于画家李渔的手笔，梧竹山房的园

景之美也被后人称赞为“堪比元代大画

家倪瓒的手笔”。以画中灵感造园，意境

深远。更有甚者，还直接将园林绘入画

中，北宋张择端的《金明池夺标图》就取

材于“御苑”端午龙舟。园如纸，境如墨，

一草一木皆是画。画中雄厚的山就是园

中造型各异的石，带给观者雄伟壮阔的

感受；而园中灵动的水就是画中的银丝，

营造了韵律空灵之美。正如作者书中所

说：“坐在阁中欣赏庭院之景，犹如欣赏

一幅立体的长卷国画，俯仰之间，变化多

端，意境也颇为深远。”

古典园林的意境之美，还体现在其中

蕴藏着超凡脱俗的审美情趣。书中提到，

有的园林建造者秉持“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的美学追求，向往自在随性、返璞

归真的生活之道。书中提到商人陈丙的

“潜天坞”，院子里只有一座小假山，用太

湖石峰一层一层堆叠而成，周围种几百竿

竹子，东西两侧环以游廊，旁边凿一口水

井，“格局极为简单，却别有洞天”，追求

“少即是多，无即是有”的美学理念。

中国古诗词源远流长，含蓄隽永；山

水画历久弥新，有灵动美感。虽然中国

古典园林不是诗，不是画，却有着超凡的

意境之美。

诗情画意盈满怀
■全 筌

闲暇时光，于我而言，最快乐的事

情莫过于手捧一本新书，在或唯美，或

睿智，或诙谐的文字中感受书籍的独特

韵致，为人生的希望种下一粒粒种子。

我拼命从书籍中吸收各种养分，期待有

一天能收获成长的累累硕果。

军营生活紧张而又忙碌，我便常常

利用碎片时间读上几首好诗。在时光

的间隙里，我从读诗中体会到了满满的

幸福。幸福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的母子情牵；幸福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淡泊；幸福是“不畏

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坚定

执着……品读着诗歌中铿锵有力的韵

律、清丽脱俗的语言，我体味到了生命

的灵动和隽永，也体会到了读书那清新

绵长的味道。

周末或者节假日，可以用来读书的

时间就多了些，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那

些“大部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品读

路遥的名作《平凡的世界》。作家用平

实的语言和朴素的情感刻画出一个个

普通人物的命运沉浮，也让我知道了人

生不易，生活因磨砺而精彩的道理。随

着时间的延长，我读的书也不断增多。

《人生》《第七天》《茶馆》等也都陆续被

我“啃”完。在战友和老师的推荐下，我

又相继涉猎了《茶花女》《基督山伯爵》

《我的大学》等外国名著，这些书籍让我

领 略 到 异 国 的 文 化 魅 力 ，看 到 一 个 更

大、更宽广的世界。我也钟情军事类书

籍，《孙子兵法》《论持久战》《战争论》曾

被我反复翻阅，常读常新，我把其中的

原理和智慧应用于工作当中，往往会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书籍也为我的成长进

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平日里，我爱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

交流读书心得。在智慧的火花碰撞中，

我们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浓浓的战友

情谊。每当看到好书，战友之间也会相

互推荐，或者相互传阅。由此出现了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连的战友几

乎都熟悉同一本书，熟悉同样的故事，这

也成了我们日常交流感情的绝佳话题。

读书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也大有裨

益。每当遇到疑问和困惑之际，我就把

目光投向那浩瀚书海。众多书籍就像一

个个“百宝箱”给我有益的启示，帮助我

攻坚克难、脱离困境。有时与亲人朋友

通电话，我便化身“推销员”，向他们推荐

书籍，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因为有了

书籍的“加持”而更加亲密。

尽情享受醉人的书香吧。因为，读

书可以解惑释难，读书可以宁静致远，

读书可以让青春绽放绚丽色彩……

享 受 醉 人 书 香
■黄辛舟

《党代会基本知识》（中共党史出版

社）一书，系统、具体地介绍了有关党代

会的基本知识，回答了读者所关心的一

系列关于党的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本

书严格依照党章和党的其他文件中关于

党代会的一系列规定，结合以往党代会的

实际情况撰写，对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精

神，理解党代会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党代会基本知识》

党建工作指南
■张 浩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系统

全面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文章，是一篇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今天重读《反对本本

主义》，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思想理论、精

神内涵和工作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反 对 本 本 主 义》原 题 名 为《调 查

工作》，写于 1930 年 5 月。20 世纪 60 年

代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

辑《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它已经散

失，但毛泽东同志时常念及。1961 年 1

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忽然从福建龙岩地

委找到。如同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孩子，

毛泽东同志百感交集。1961 年 3 月，中

共中央把这篇文章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

同志特地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

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

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

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是我们党内存在的一种非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在

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

前期，教条主义盛行一时，给中国革命造

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同志始终

坚持同党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进行

毫不妥协的斗争。调查研究就是他同教

条主义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推动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有力武器。

早 在 第 一 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

毛泽东同志就进行了大量农村考察和

社 会 调 查 工 作 ，对 中 国 基 本 国 情 特 别

是农村状况有了深入了解，写成了《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

考 察 报 告》等 经 典 著 作 。 大 革 命 失 败

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

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

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进行周

密的调查研究，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

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

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

1929 年 12 月底，古田会议召开后，

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

地革命。次年 5 月 2 日，红军攻克寻乌，

在这里停留一个月。毛泽东同志利用这

个时机做了一次调查研究。他根据调查

得来的实际情况，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写成《寻乌调查》，共 5 章 39 节，8 万多

字。调查对寻乌人文地理、经济政治和

阶级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

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详细考察了城镇商

业、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进程和特

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同志掌握了

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和城市商业情况，为

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

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

“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

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他

对自己多年来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

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提炼。

没有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

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

在它的先头。”他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

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

（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

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

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强

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

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么），它的

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

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只有准确把握

客观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由此，

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

要命题。他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

调 查 ，就 停 止 你 对 于 某 个 问 题 的 发 言

权。”他批评党内有些同志无视客观实

际，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却“成天

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认为：“这是

共产党员的耻辱。”他指出，作社会经济

调查，就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

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

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

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

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

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反对本本主义》写成后，1930 年 6

月，毛泽东同志又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

社 会 调 查 ；10 月 ，又 作 了 兴 国 调 查 。

1931 年 4 月，他在起草的《总政治部关

于 调 查 人 口 和 土 地 状 况 的 通 知》中 写

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

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

发言权。”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

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

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

大声疾呼：“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他指出，红军中有一部分同志，安于现

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

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

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

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他还

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

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

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

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

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

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

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他要求

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

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

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

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

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

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

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我们需要时时我们需要时时
了解社会情况了解社会情况，，时时时时
进行实际调查进行实际调查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观

点，提出了一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极

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

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针对党

内一些人特别是领导同志机械地执行共

产国际指示或者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

提出的。文章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

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

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

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

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

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我 们 需 要我 们 需 要““ 本本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但是一定要纠
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脱离实际情况的
本本主义本本主义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明

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他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

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

‘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

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

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

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

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

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

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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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还列出了一系列进行调查研究的

方式方法，专门讲述“调查的技术”，提出

各级领导同志要亲自出马、身体力行，调

查研究要深入，要定调查纲目，开调查会

要作讨论式的调查，自己要做记录。他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调研方式，指出

“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

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

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

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

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反对本本主义》以其对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独特贡献，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具有常读常新、历久弥新的魅力。今天，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倍加珍惜调查

研究这个传家宝，继续坚持并不断丰富

和发展《反对本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增

强做好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胜

利走向更大胜利。

重读《反对本本主义》
■陆振兴

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有个青年

干部，叫魏奋。他原本叫魏福明，参加革

命的时候改为魏奋，寓意为革命奋斗。

魏奋在干训班毕业后留在干训班工作，

随后又被分配到县政府建设科，后又调

到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多是坐在办公

室里听汇报、看材料、写报告，被人称作

“笔杆子”。由于没有做过实际工作，写

报告不接地气，上级让怎么写就怎么写，

大伙都叫他“魏奉”，还有的称呼他“魏奉

命”。

蛤蟆滩创办农业社，县委派“魏奉”

到一线指导工作。他到了乡下农村，没

有深入群众全面调查了解情况，也没有

听取乡、区两级组织意见，根据少数人的

只言片语和直观印象，就写了一份报告

直达县委书记陶宽，对灯塔农业社领导

班子成员进行了片面不公正的评价。陶

书记是一个只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

听汇报“掌握全面”的形象，住在城里苦

心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对基层不亲自下

去调查研究，甚至开会开到自己的院子

里也不来听听，完全丧失了干部的敏锐

性。他从“魏奉”汇报里，认为灯塔社骨

干力量不够强：一是主任梁生宝年轻，有

干劲，但缺乏锻炼；二是副主任高增福年

龄稍长，听说办法不多，还有农民的执

拗；三是会计小学毕业刚一年，是个娃

子，算盘子上还不会归除。于是，他得出

蛤蟆滩办社条件不够成熟的结论。

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亲自到蛤蟆滩多

方面调查了解，推翻了“魏奉”的结论。

灯 塔 农 业 社 成 功 创 办 ，“ 魏 奉 ”羞 愧 难

当。对“魏奉”的问题怎么看？如何帮助

“魏奉”认识错误？

“现场指导比坐在县里办公室看材

料、写报告难办得多。”“魏奉”犯错误，客

观原因是没有经过基层工作历练。“一个

革命者要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

命，还要学会在实践中指导革命。”在杨

国 华 看 来 ，每 名 革 命 者 都 要 迈 出 这 一

步。“魏奉”在指导灯塔农业社工作上犯

了错误，也体会到了实际工作的艰难。

如何对待干部问题，杨国华坚持两

点：一是强调实际工作复杂性；二是强调

不过早地给任何同志做结论。“魏奉”就

是没有坚持这两点就给灯塔社领导班子

成员进行了不客观的评价。

杨国华还觉得，“魏奉”犯错误的主

要 问 题 是 不 懂 得 尊 重 地 方 党 的 组 织 。

乡、区两级组织对属地人事有历史的和

全面的了解。他首先应该谦虚地向乡、

区两级组织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结果会

有两个：一是认同乡、区看法，而改变自

己原来的看法；二是认为乡、区的看法存

在宗派主义和片面性，找县委把问题彻

底搞清楚。

“魏奉”越过了乡、区两级组织直接找

县委书记汇报情况，目的是推翻区委的决

议。党办事情有严格章程，任何党员都要

严格按照章程开展党的工作。创办灯塔

社是区委表决通过的决议，若要推翻这个

决议：一是要经过区委重新讨论撤销；二

是要县委讨论通过一个决议，认为区委的

决议是错误的。“魏奉”片面认为，县委书

记个人就可以撤销区委决议。如果按照

“魏奉”的想法行事，就是违反党章，独断

专行，不光犯错误，还会把党的风气搞坏。

杨国华的看法一针见血。他对“魏

奉”不是简单批评了之，还把犯错误的原

因、错在哪里、错误后果、正确路子该怎

么走，都说出来了。“魏奉”听了，当然心

服口服。

深入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是我党

的看家本领。“魏奉”是书中创作的一个

幼稚可笑的艺术形象，“魏奉”不是指哪

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类人。他们少有基

层磨炼，常年坐在办公室里接打电话听

汇报看材料，迷信上级任何时候都是对

的，按照上级的意思写材料，没有自己的

观点和思考。他们指导基层浮在面上，

发现不了真问题，不解决实际问题，工作

缺乏“泥土味”，很容易犯官僚主义错

误，不受基层欢迎。现实中的“魏奉”怎

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办公室、离

开舒适区，到基层去锻炼、到任务一线去

摔打，多接“烫手山芋”、常体味“热锅蚂

蚁”的滋味，经风雨、见世面、长本事。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

轻的时候。”人生的道路该如何选择？别

在爬坡奋斗的年龄选择了安逸；只有经

过 实 践 的 磨 砺 ，才 能 逐 渐 真 正 成 熟 起

来。基层天地无比宽广，是挥洒青春最

好的战场。新时代需要无数“魏奋”们到

基层壮筋骨、长才干、创未来，“魏奉”先

生当休矣。

﹃
魏
奋
﹄
与
﹃
魏
奉
﹄

■
刘
奇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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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世界观和方

法论二十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

书，聚焦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

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通过二十讲全面、深入、系统地进

行阐释，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提供了理论

参考。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解读思想内涵
■李卿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