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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真实记录、全面展现李瑞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心得成就的论著。
全书约55万字，分上下两册，由10个部分组成。
内容选自作者20多年来从事领导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稿，是作者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想观点的荟萃
。
　　本书约55万字，分上下两册，主要由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重视总结经验、掌握辩
证分析方法、注意研究特殊性、坚持发展的观点、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坚持群众观点、弘扬中华民族
“和”的思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十部分组成。
每一章节的内容，除个别篇目外，均选自作者1981年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稿。
　　《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顺序，结合作者本人学习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提炼概括出十个观点，构成本书主体的十个部分。
一、从客观实际出发。
二、坚持实践的观点。
三、重视总结经验。
四、掌握辩证分析方法。
五、注意研究特殊性。
六、坚持发展的观点。
七、坚持生产力决定论。
八、坚持群众观点。
九、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
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这十个部分既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和阐发，又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应用。
每个观点皆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每个观点又接受过实践的检验、人民群众的考验，体现了
为民务实的风格。
在精选每一章节时，编者筛选出重点反映上述观点的有关文章、论断、讲话，观点鲜明，针对性强。
　　全书既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修养，又体现了作者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理论修养的学风，还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言之有物、诙谐幽默、平易近人的
文风，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优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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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瑞环                   １９３４年９月生，天津宝坻人，１９５９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１年７月
参加工作，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
 １９５１年至６５年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其间：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３年在北京建工业余学
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１９７１年至７２年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任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９年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市总工会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常
务委员。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１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
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２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代理市长、市长。
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７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１９８７年８月任）。
 １９８７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
１９８９年６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６日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
 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著有：《为人民办实事随谈》（１９９０年出版），《学哲学用哲学》。
 爱好：打网球、乒乓球、钓鱼、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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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
问题，深入研究这些情况，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搞好国内建设，而且有利于促进对外经贸
合作。
　　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更加重视配套改革。
我国初始阶段的改革从较简单和较容易解决的矛盾人手，使生产力从严重的桎梏中一下子解放出来，
见效很快，受益面广，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个放权让
利就激发了无数企业的活力。
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着许多更深层、更复杂的矛盾，既涉及旧体制的彻底改革和新体制的逐步
完善，也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再调整，以至难度越来越大。
例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进行战略重组必须减员增效，这就必然增加下岗分流人员，为此
就需要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下岗分流人员和城镇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
又进一步涉及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的改革。
类似的情况表明，改革必须重视配套。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要考虑前行后序，左邻右舍，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审慎地把握好人民群众
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以便把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减小到最低程度，使改革取得预
期的效果。
　　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更加重视协调发展。
20多年前，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阶段，许多产品供应不足，人民群众生活存在很多困难。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经济出现了大发展，
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如今，许多原有的不平衡得到缓解或解决，但原来的某些不平衡更加凸显，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平衡
。
比如，由于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造成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在群众需求层次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
阶段性的低水平生产过剩。
由于思想道德建设滞后，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某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适
应的状况。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受到制约。
类似的情况表明，发展必须重视协调。
在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协调问题愈加突出，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零部件配备不齐全、
不合理，就很容易出事故。
协调发展是按比例的增长，是在不断平衡中前进。
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和联系的观点，防止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妥善处理经济内部，
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在协调中求得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配套改革和协调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而配套改革能够为调整好各方面比例关系提供有效的
机制。
大的协调只有通过配套改革才能实现。
配套改革是协调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是配套改革的目标。
我们必须对两者统筹兼顾，以配套改革促进协调发展，以协调发展支持配套改革，不断解决新矛盾，
不断取得新平衡，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中国加强配套改革和协调发展，需要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的配套改革会更加注意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协调发展也会更加重视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所有这
些都会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产业和产品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哲学用哲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哲学用哲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理论扎根于现实，哲学来源于生活，哲学理论于现实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
哲学的本质是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追求。
学哲学不是光靠拍脑袋作领悟状就能实现的，关键要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在 “学哲学”中“悟
”理论之“道”；在 “用哲学”中“悟”实践之“道”。
　　在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 是李瑞环同志学习哲学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方法。
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在实践中学”好处很多，因此，他对哲学学得深入，用得精彩，是学与用
的完美结合。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在他看来，“处处都有辩证法”，时时都有可以总结的经验。
　　生活处处有哲学这都值得去追问、去探索、去解答。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学者胡东芳在《教育新思维》中讲到加拿大教师对学生的道歉作出的回答让我们耳目一新：“啊，没
关系，你不用向我道歉，其实，我的时间是被你购买的，由你支配，我要尽可能为你服务。
”是呀，“我（教师）要尽可能为“你”（学生）服务。
小小一事件折射出一个“以生为本，以人为本”的大道理。
若在国内，教师没有丝毫责怪就是学生的幸运了，最高境界也可能就是简单询问一下原因而已。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不管是教师专业成长也好，还是学生生命成长也好，都离不开哲学。
只不过有人自觉学习哲学，有人是不自觉接受哲学；有人能够灵活正确地运用哲学，有人却做不到这
一点。
　　李瑞环同志还特别指出，学哲学要学原理， 用哲学也要用原理《学哲学 用哲学》要求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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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哲学用哲学》(上下)是一部真实记录、全面展现李瑞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心得成就
的论著。
全书约55万字，分上下两册，由10个部分组成。
内容选自作者20多年来从事领导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稿，是作者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想观点的荟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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