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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读书方法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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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云同志是党内爱好读书的典范，读书伴随其一生，是真正自觉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无
产阶级革命领袖。陈云同志爱好读书，也善于读书，他在长期的读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

论，反过来，他又以这种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读书实践。陈云同志读书方法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学无止境——活到老，读到老；二是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三是立足实践——不

唯书，只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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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读书①学习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私

事，还是事关治国理政的公事，读书学习可以提高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党有重视读书

学习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重视读书学习，他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曾多次围绕读书学习

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号召

“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1]。 
陈云是党内爱好读书的典范，是真正自觉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刻苦好

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2015年 6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时，号召全党要学习陈云刻苦读书学习的精神，“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2]。 
陈云极为喜爱读书，也非常善于读书。陈云的读书生涯很长，从他三岁开始“听书”——听评弹算

起，一直到他去世。在近九十年的读书实践中，陈云通过努力读书学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读书方法

论，反过来，他又以这种读书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读书实践。陈云的读书方法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学无止境——活到老，读到老；二是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三是立足实践——不

唯书，只唯实。 
一、学无止境''活到老,读到老 

读书学习是终身有益的事情，生命不止，学习不止，陈云做到了活到老，读到老。1977 年 8 月 14
日，陈云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时发言指出：“我犯过几次路线错误，要活到老，

学到老，改造到老。”[3]陈云用他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学无止境”这四个字。活到老、读到老既是陈云

一生读书的写照，也是他读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陈云因为把读书看得很重要，才会坚持一生都在读书。早期陈云读书，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爱好兴

趣，因此他那时只是漫无目的地泛读一些图书，如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经常浏览一些报纸、杂志和

 
① 由于行文和引文的需要，文中还会出现与读书相关的另一个词：学习。广义的学习是指从阅读、听讲、研究和实践

中获得知识或技能，本文所用的学习指的是阅读书籍，与读书基本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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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等。参加革命尤其是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陈云读书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他更有计划
有针对性地选择与革命工作相关的书籍去读。在延安时期，陈云对读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在写于

1939年 12月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把读书与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
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

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187-188 
通过革命工作实践，陈云深知读书对于革命工作之重要。在他看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要

努力工作，还要认真读书，读书是做好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解放

和复兴乃至解放全人类的重要使命，这一重要使命的完成，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即列宁在《怎么

办？》中所讲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革命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正确

的理论则需要通过学习尤其是读书方能获得。陈云很早便参加革命工作，历经大革命的失败和红军长征，

知道错误理论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他对正确理论的需求比一般人更为急迫。 
但一开始，陈云并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点下才

知道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如何才能解决思想方法不对头的问题呢？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点下，通过读

书，尤其是读哲学和理论书籍，陈云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于指导他的革命工作，从而使他

从延安时期开始，便很少再犯错误。因此，陈云从实践中切身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再加上他本身就

对读书有极大的兴趣，故此，他便把读书当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直坚持读到生命的最后。 
陈云不光自己重视读书学习，还告诉他人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号召身边人要多读书学习。1952 年 11

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学习斯大林《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陈云在会上“要求大家把这一学习当作基本建设来看待，并用‘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说明学习的重要性”[5]。 
读书很重要，但能坚持活到老，读到老，却很不容易，如何做到？在陈云看来，除了要尽量挤时间

读书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科学的读书方法。 
第一，要制定一个科学的读书计划。善于读书的人，都有科学的读书计划，否则，读书便很难持久

坚持。“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4]189。抗战期间，陈云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点

下，有计划地读了马列著作。在江西蹲点期间，又有计划地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第二，要精读慢读，老老实实读。读书的乐趣来源于读懂之后的愉悦，尤其是阅读理论书籍，一旦

从读书中体会到读懂之后的乐趣，便会真心喜欢上读书，从而长时间坚持读下去。陈云强调读懂就需要

一个老实的态度，而不能不懂装懂。“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

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

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4]188-189。 
第三，要自我读书与集体读书相结合。读书是一项自我性很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靠自己的

努力，但要把书认真读好，并且长久坚持，离不开必要的集体研讨。集体读书，既可以相互启发，共同

提高，还可以相互监督，共同坚持。 
1938 年 11 月，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内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他同李富春分别担任正副组

长。在陈云的带领下，学习小组的成员每天上午九点以前都要自学，每周还会再集中讨论一次，经过短

短一年的时间，陈云便体会到了集体读书的益处，故他在写于 1939 年 12 月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
任》一文中，给予提倡道：“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

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4]1891973 年，陈云计划用两年时间再精读马、恩、列、斯、毛的若干
著作时，便邀请他的家人跟着他一起读，方法便是自读和集体读相结合。 
二、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 

读书要做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必然要求。正如毛泽东同

志在《实践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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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6]读书是获得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对

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读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学到知识，还能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读

书掌握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这就要求人们读书要能够做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 
在陈云看来，要做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首先要对所读书籍有一定的要求。从书籍

的选择上来看，除了早年读的是以知识性为主的书籍外，从参加革命尤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陈云更

多选择与革命工作相关的理论性书籍去读，这与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密不可分。在书籍选择上，陈云自

觉地去读那些对革命工作有用的书籍，基本不读闲杂无用之书，这也是他为什么虽然只是高小毕业，在

党内的理论水平却极高。陈云早年喜欢听评弹，他也是从听评弹开始读书，后来因工作需要，很少再听

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才开始重新听一些评弹，主要在工作之余，用来修身养

性、陶冶情操。阅读甚至是反复阅读理论书籍成为陈云读书实践的一大特色。 
要做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其次还必须把所读之书真正读懂。只有真正把书读懂，

达到了一种自动化的状态，才会在必要时把书中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否则便是纸上谈兵。怎么才能算

读懂？陈云认为：“读懂就是消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

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4]189 
陈云读书，非常注重做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边读边写，

利用写作进行革命宣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好的读书人也应当是优秀的宣传家，陈云很早便开始

重视通过写文章进行宣传。 
早在 1925 年 11 月，陈云任职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就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年仅 20 岁的

陈云在上面发表了《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自治与民众》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他这一时期的读书

有很大关联。这一时期，陈云正担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从事工人运动。通过潜心阅读马

恩的《共产党宣言》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不管是他的思想觉悟，还是理论水平，较之

以前，都有很大提高，故而他能写出这些文章。陈云也利用这些文章向人们宣传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 
1935 年，在长征路上，为宣传红军长征，陈云以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气写成《随军西行见闻

录》一书，比较客观真实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于 1936 年在法国《全民
月刊》上发表，并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既是陈云的读书风格，也指导着他的写作。陈云一生都很重视

读书写作，也写了大量文章，不管是读《陈云文选》《陈云文集》，还是读《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

和通信》，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他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风格。 
当然，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最重要的体现，便是陈云通过读书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使他成为党内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很少犯大错误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在

财经方面，从延安时期，陈云便开始从事边区的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

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成为党内少有的财经方面的专家。 
三、立足实践''不唯书,只唯实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做一切事的时候，都要

从实践出发，立足实践。陈云向来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实践——不唯书，只唯实既是他从读

书和实践中体悟出来的，也用于指导他的一切实践，包括读书。宋平后来曾写纪念文章回忆说：“陈云

同志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与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的科学方法，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几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7] 
不唯书与唯书相对，唯书即本本主义，就是不管青红皂白，甚至不顾后果地去按书本上所写的办事。

本本主义早期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甚至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陈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也一

直在反思为什么有些人包括他自己，读了那么多马列的著作，还是会犯错误。在延安的时候，他通过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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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著作，找到了答案。原来是教条主义者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脱离了实事求是。“当我全部读了毛

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

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8]371。 
实事求是要求立足实践，立足实践必然要求不唯书；不唯书，那就只能立足实践，从实践出发。可

以说，唯实是不唯书后的必然选择。不唯书即不把书本上教条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正确认识实践与认识也就是读书之间的关系，做到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

际，而不是来自书本”[4]252。 
应当指出的是，很多人把不唯书、只唯实误解为不用读书或者不重视读书，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

另外一个极端，不符合陈云的本意。不唯书、只唯实绝不是要人们不读书或者不重视读书，陈云在晚年

曾专门为此强调：“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

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8]371 不唯书、只唯实是要让人们明白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

用于指导实践。陈云很重视读书要立足实践，联系实际，重视读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只

去读书，“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

后的工作”[4]189。 
纵观陈云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名真正的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在理论创建方面，他明显比

不上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但陈云在理论创建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

换、比较、反复，是陈云重要的理论创建，也是他一生比较得意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的方

法论意义。1990 年 1 月 24 日上午，陈云在杭州会见前来住所拜年的浙江省党政军领导干部李泽民、铁
瑛、李丰平等人，将事先题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与“交换、比较、反复”条幅赠给李泽民

同志，并对这十五个字做了详细解释，可算是对他一生读书工作生活的一个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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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n’s Methodology of Reading  
NIU Guanhe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Comrade Chen Yun is a mode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o loves reading, which accompanies him 
throughout his life.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ho truly regards reading as a way of life consciously. 
In his long-term reading practice, he has formed his own unique methodology, which in turn guides his reading practice. 
His methodology can be summed up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ere is no limit to learning and no end to 
reading; Second, one must have thoroughly mastered a theory before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Third, one should do 
things based on practice, not relying on any books but facts. 
Key words: Chen Yun; reading method; learn without limit; be well versed in; be based on practice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