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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
第二节 用唯物辩证法改造传统“实事求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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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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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期文化保守主义与郭嵩焘实事求是思想的对立
二 戊戌变法后的“中体西用’论与青年毛泽东
“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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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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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实事’的两种对立观点
二 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两种对立观点
三 关于真理标准的两种对立观点
第三篇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继承与发展
第九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
第一节 新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一 领导和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为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扫清思想障碍
二 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方针
三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第二节 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阐释
一 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二 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
点和精髓
三 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对它进行了
全面阐释
第三节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特色
一 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二 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不搞空洞的理论争论
三 坚持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统一
第十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第一节 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一 中国革命与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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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把握辩证法的精髓，是走自己道路的关键
三 走自己的道路与对外开放的统一
第二节 重新认识国情，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 确认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是邓小平理论确立的基本
依据
第三节 实事求是分析国际形势，确认当代世界的主题
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二 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
三 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第十一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体条件
第一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 思想僵化，亡党亡国
二 敢字当头，坚持真理
三 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实事求是的可靠保证
一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二 要善于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 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第三节 深入专业、深入实际，是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
一 深入专业，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二 深入实际 加强调查研究
第十二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客观条件
第一节 实事求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一 客体只有相对稳定才能认识
二 事物本质联系在相对稳定环境下才能充分展现
三 主体要有稳定的环境才能进行认识
第二节 实事求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一 专制主义不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 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
三 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第三节 实事求是要有一个好的党风
一 克服官僚主义以端正党风
二 克服主观主义以端正学风
三 克服形式主义以端正文风
结束语 坚定自觉地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夺取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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