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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跟高层领导学读书》是目前国内第一本较全面记述高层领导人读书方法及相关读书施政生涯的
书。
《跟高层领导学读书》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李大钊、陈独秀、
翟秋白、徐特立、叶剑英、陈毅、罗荣桓、刘伯承、彭德怀、胡耀邦、杨尚昆、罗瑞卿、王震、陶峙
岳、郭化若、王首道的读书方法和相关读书施政生涯。
《跟高层领导学读书》文字通俗流畅、故事生动、剖析深刻，是领导干部和各界读者不可多得的读书
方法指导书，施政操守的实用书，求学修身的励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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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吕蒙如不折节读书，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读出了历史教训，并警告全党
要戒骄戒躁。
他读到《三国志》中的《吕蒙传》时，读出了领导干部需要加强学习的紧迫感。
毛泽东终生博览群书，“三复四温”、“不动笔墨不读书”、“问学”、“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学以致用”是他主要的读书方法。
在政治上失意时，在长征中，毛泽东也不忘读书。
他还很注意教育、影响领导干部要重视读书学习和写作。
周恩来：“慎思而明辨”周恩来青少年时就反对死读书，相反，他主张在阅读时坚持独立思考，对任
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当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
刘少奇：“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刘少奇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现实社会问题，
尤其喜欢带着问题读书。
他认为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理论，离不开研究历史。
任弼时：“人活着就要学习”任弼时终生都非常崇尚读书看报学习，少年任弼时曾在《说阅报之益》
一文中写道：“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
”那么，任弼时的读书生涯对他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五大书记之一有怎样的影响呢？
他又是怎样崇尚读书的呢？
任弼时不但自己崇尚读书，还教育周围人崇尚读书。
邓小平的宝贝邓小平喜欢睡前读武侠小说，他曾对金庸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
湖啊！
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邓小平对聊斋的喜爱是很明显的，夫人卓琳说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外出时还带《
聊斋志异》；他还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有空了就会看。
“文革”中，邓小平曾被下放到江西，但他并未消沉，除了劳动，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
这几年的读书和思考对后来他的复出和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的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
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
就总是要犯错误。
”陈云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并能够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通俗易懂、生
动形象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他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
想的精髓——唯物主义辩证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失去了工作，但他却从马列著作中汲取了新的能量。
李大钊：坚决不当“蛀书虫”李大钊爱读书，但他从来不喜欢读死书。
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做蛀书虫，要扩大视野，坚持阅读与思考现实的统一，在阅读中寻求、苦思
救国之路。
陈独秀：“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过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在学
术上可谓博学多识，才通六艺，他通晓英、法、日语，懂拉丁及德语等多国语言，对文、史、哲都有
精辟独到之见解。
渊博的学识来源于读书。
据说，陈独秀读过的书超过一万本，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饭菜可以少，书报不能少”。
他在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后，还不忘以平和的心态勤奋读书，潇洒地把囚室当成了自己的书房。
⋯⋯瞿秋白——与友人一同研讨文艺、时事徐特立从“十年破产”到“长沙称王”的传奇叶剑英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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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书“三遍法”陈毅酷爱读书但反对迷信权威罗荣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以中共党史为线索，
重在学习精神实质”刘伯承“精通军事，以报国”彭德怀：“我别的没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记我那些
书⋯⋯”胡耀邦：“知识是领导的本钱”杨尚昆：该精读的精读、该速读的速读教学相长——毛泽东
称赞罗瑞卿“你这个‘监工’不错”自称“大老粗”的王震为什么爱读古书？
“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陶峙岳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郭化若“勤读书多读书的习惯深
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王首道：“学习小平文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在变化的形势中不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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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郭化若将军从小就养成了自觉读书的好习惯。
他出生在福州一个书香世家，四五岁时父母教他读书习字，从此养成了一生自觉读书学习的习惯。
他在家攻读中国古典文学整整七年，这七年为郭化若将军的文学水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间，他还在报社抄过通讯等。
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插班入学，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书法极其漂亮，被乡邻一度传为
“神童”。
因家道贫穷，每逢春节将至，他就在家门口摆个摊，为街坊邻里写春联，挣点钱贴补家用。
当时教他的郑秉诚老师看到郭化若家里穷，经常三餐不继，时时留他在家中吃饭，并且想方设法让他
免费上学。
他勤奋好学，但是家境贫寒，供不起他读书，他只读完高小就辍学了。
由于他已经养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辍学并没有使他放下书。
相反，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先后自学完了数学、物理、化学。
1923年，郭家境遇日下，19岁的郭化若便到广州投靠叔叔。
受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3年“二七惨案”的影响，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浅说》、《新宇宙观
》、《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渐渐地认识到，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向黑暗的旧社会宣
战，推翻旧的统治势力，彻底扭转整个社会制度。
为此，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希望加入党组织，可一直没能如愿。
1925年，他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当时，参加考试的有三千多人。
发榜当天，他从最后一名向前找，一直找到第十名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
他灰心地往回走，半路上遇到一位同学，苦笑说：“我落榜了。
”自己继续前行。
不多时，那位同学从后面高喊他的名字，追上后大叫道：“你考上了，第一名！
”自此，大家戏称郭化若为“落榜状元”。
这真可谓“满腹经纶书生气，一朝入伍为英豪”。
惠外战役后，他与留守部队驻扎在惠外三个月。
在这里，他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抽时间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劳苦
大众的救星。
1925年冬，他在缪纭人、廖翰平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近两年的学习、训练，郭化若各科成绩皆优，出类拔萃。
毕业时，在教官的推荐下，校长蒋介石点名要郭化若去当秘书。
郭化若在黄埔军校的这些时间里，耳闻目睹身为校长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知道他表面上赞同革命，
实质上是反苏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个大野心家。
蒋并不知道郭化若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当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下令调他去当秘书时，郭化若以“军人
应当战死在疆场”来回绝。
1926年春，他任炮兵大队第二队代理队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即使是在战争中，他也不忘读书。
在这期间，郭化若读了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
，更加领略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革命者采取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郭化若退出北伐军回到
了福建老家。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消息传来时，郭化若喜不可言。
他愈加敬仰毛泽东，确信毛泽东点燃的革命星星之火，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于是急切
地希望去井冈山。
但是，郭化若三番五次找地下交通向党中央请示要求上井冈山，都没有被允准，最后组织上安排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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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出国后，他仍然一心要回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用血肉之躯挽救中国革命。
1929年的初春，郭化若终于回到了上海。
他一心要找到毛泽东。
他被暂时安排在了朱德的部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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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高层领导学读书》将为您记述高层领导人智慧，高效，务实的读书方法及相关读书施政生涯。
学习高层领导人的读书方法，做儒雅智慧的卓越人士。
高层领导们不但爱读书，而且非常重视探索、学习科学的读书方法。
他们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摸索、总结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方法，这些读书方法对于今天我们学会智慧、
高效地读书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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