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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韶华荏苒，岁月蹉跎。
”这是童年写作文时常用的话，那时对它的含义是不甚理解的。
而今，于人世间度过了将近80个春秋，回首往事，感受就深刻得多了。
80个春秋近3万个日日夜夜，我究竟做了些什么？
回首来时路，我走过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也到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国家。
前20年在旧社会的旋涡中挣扎，出生在农村，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由于家庭环境不佳，断断续续读
了两年初中、一年高中，后来失学当工人。
当了工人又失业⋯⋯。
经过几番苦斗，好不容易于1949年秋以同等学力考上重庆大学，得了奖学金，本可就此深造，但那时
的进步青年革命热情高于天，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毅然报名走进了十二军军政大学。
解放后，与曲折前进中的新中国同命运。
当了17年的解放军，也到“文革”中独有的“五七干校”劳动过，80年代当了大学教授，一直到如今
。
80年走过的道路是坎坎坷坷的。
但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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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代替和否定其他真理性的认识。
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真理性认识的丰富性。
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充分借鉴和吸取人类科学成果（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基础上，
才能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
如果唯我独尊，排斥其他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就会走进死胡同而把自己封闭起来。
任何自我封闭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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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启程我国的教育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
从儿时读的《三字经》、四书、五经，讲的大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继而读初中、高中，语文课中也渗进了不少封建主义的思想，公民课主要是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那时，人们对孙中山先生是十分敬佩的，称之为国父。
在学校里，每星期一的早晨都要举行纪念仪式，唱“三民主义”歌，背总理“遗嘱”。
大家都是很虔诚的。
我同其他青年人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儒家思想教育较多，对资产阶级思想也有所了解，
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等，但总的来说，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
义印象较深。
因我生活在四川的农村，广大农民贫困的生活历历在目，深感中国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生
存问题。
在我的家乡那时能够读小学、中学的青少年很少。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也产生了一种感觉，中国是贫穷落后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土。
残杀我同胞，就是因为我们落后。
但是，为什么贫穷落后就不清楚了’。
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我们都学习过，也曾接受过“实业救国”的思想。
及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到重庆读书、当工人，后来失学又失业，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象，看到了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社会混乱不堪，物价飞涨，民生凋零，所谓“实业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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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言”已写得很多，“后语”只想讲几句发自内心的感谢话。
60年弹指一挥间。
前30年蹉跎岁月，在曲折中前行。
后30年峥嵘岁月，在改革大潮中奋进。
回首来时路，我不曾停滞，不愿懈怠，不敢忘记理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这不能不感谢人民的培育和
党的教导。
这些年来，教育部社科司、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和教育厅、省社科联的诸多领导，都给了
我热情指导。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换了六任处长，省教育厅德育处也换了六任处长，我都得到过他们的帮助。
真心感谢他们。
60年的教育生涯，大多是在通信兵学院、云南第一工业学校、云南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度过的。
我能为人民做些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也是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关心帮助的结果。
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在共同的事业中，我与数以百计的马列课教师和理论工作者结下了深厚情谊，互相关心、互相学习、
互相勉励，共同进步，我诚挚地感谢他们。
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1999年，我的生活和工作伴侣刘育英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她鼓励我把几十年从
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感悟记下来，她同我一起设计书稿的内容，帮我抄稿改稿，视之如同己出。
她说，“一轮花甲，一生心得，留给来者，重在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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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与探索》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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