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
	1.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又是完整的世界观
	2.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3.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的工具

	（二）马克思主义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人类经验的总结
	1. 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
	2. 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3.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
	1. 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怎样的，就应当怎样了解它
	2. 不要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要善于抓住它的实质
	3.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1.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3. 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二、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
	（一）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1. 唯物主义是对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
	2. 一切观念都是现实的反映

	（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最终结果
	1.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
	2.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三）事实是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1. 正视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原则
	2.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事实作为自己制订政策和策略的前提和基础
	3.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
	4. 在制订政策和策略时应当估计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的具体状况

	（四）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1. 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2. 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个方法
	3. 制订策略不能忽视远大目标，能最快、最有把握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三、理论和实践必须统一
	（一）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1.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二）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一个过程
	1. 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是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2.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
	3. 我们时代的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认识便达到什么程度
	4.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唯心主义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了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

	（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1.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2.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3. 正确的理论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和充满必胜的信心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2. 党的决议、政策和指示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3. 理论要由实践赋予活力，要由实践来修正，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


	四、要辩证地思考问题
	（一）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为基础
	1.唯物辩证法首先要求观察的客观性
	2.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而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二）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
	1. 宇宙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
	2. 只有辩证法才是发现现实联系的科学方法
	3. 辩证法要求从联系、运动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事物
	4. 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三）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观察事物
	1. 事物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
	2. 要把世界上的一切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不可固执一面
	3. 思维同样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曲折过程

	（四）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1.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2. 反对用一般的抽象公式代替具体分析
	3. 要善于研究、探求事物的具体特点

	（五）思维的辩证方法和逻辑
	1.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一致的
	2. 科学抽象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事物
	3. 分析和综合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
	4. 从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5.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五、深入实际调査研究
	（一）调查研究必须收集丰富的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
	1. 社会调査是研究社会、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对实际经验缺乏研究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2. 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掌握事实的全部总和，才能把握现实的运动
	3. 只有仔细地、认真地收集、研究各种客观事实和实际经验，才能确定任务和策略
	4. 谁不怕用功夫，有决心去独立研究、掌握事实和材料，谁就能找到真理

	（二）必须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
	1. 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对它作历史的考察
	2. 社会是一个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必须分析这个机体的各种关系和认识它的发展规律
	3.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变动，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确切分析

	（三）从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1. 现象是本质的表现，规律是本质的反映
	2. 通过现象认识本质

	（四）注重典型研究，抓住主要环节
	1. 在解决某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要首先把握住最典型的事情
	2. 抓住主要环节，就能掌握事物的整个链条


	六、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1.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础
	2.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3. 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我们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
	4.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真正解放而斗争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首创精神
	1. 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
	2. 紧密联系群众，走在群众前面，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
	3. 向群众学习，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忽视群众经验的领导者决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
	4. 我们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愈可靠
	5.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6. 社会主义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前进

	（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前进
	1. 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创造独立的思想体系，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他们
	2. 提高群众的觉悟，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和千百万劳动者
	3. 党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


	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一）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利用它们以造福于社会
	1. 规律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2. 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并利用规律为自己服务；但是人们不能“消灭”或“创造”规律
	3. 唯心主义者企图以自己的愿望改造规律不能不遭到矢败

	（二）从事物的多方面的联系中来把握因果联系
	1. 对历史事件应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还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
	2. 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3. 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三）应当在方法论上分清可能和现实
	1. 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分析事物应当从现实出发
	2. 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具有一系列的条件

	（四）在偶然性发生作用的地方要看到必然性
	1. 事物的发生、发展、灭亡都有其必然性
	2. 必然性隐藏在偶然性之中，只有在对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必然性

	（五）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1. 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
	2. 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对社会规律自觉驾驭和熟练运用的 自由王国，开始了人类完全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这个 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