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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三答”悟思想
陈云早年投身工人运动，树立

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年轻时就
脱颖而出，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可是，那时的党还在幼年时期，还
在为革命寻找一条科学的道路苦
苦求索。和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
一样，陈云在这段时期也跟着犯了
许多错误。

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党早期探
索中国革命道路走过的艰辛历程
和付出的惨痛代价之后，陈云对于
我们党“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
不犯大的错误”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他思索
良久，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正是在陈云冥思苦想不得解的那
段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党中央
在延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
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实事求是确
立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把大家的
思想统一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上来。陈云牢牢抓住这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前后
三次向毛泽东请教自己苦思良久
没有参透的“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或者不犯大的错误”问题，并充分
利用毛泽东接他到枣园养病的机
会，系统研究毛泽东著作和他处理
问题的方法，领悟了实事求是思想
方法的精髓和重要性。

我们讲的“窑洞对”就是从毛
泽东和陈云的“三问三答”开始
的。且看陈云是怎样讲这个故事
的：“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
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
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
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
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
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
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
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
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
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
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
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
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
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
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
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
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
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
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就这样，循着毛泽东的点拨和
教导，从思考“错误到底是从哪里
来”，到从思想方法上、哲学上思考
错误的根源，到认识到错误源自

“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
再到将犯错误的原因聚焦到“误把

局部当成了全面”、少犯错误的难
点在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陈云
终于对自己苦思多年的问题恍然
大悟、豁然开朗，领悟了实事求是
这个“基本思想”。不仅如此，我们
看到，陈云以他独特的思想历程，
辟出了一条以“怎样才能少犯错
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为切入点，
领悟实事求是、走出“经验主义”窠
臼的独特路径，这也是他领悟掌握
辩证唯物论思想方法的独特思想
逻辑。

经过这样一段艰辛的思想探
索历程，陈云充分认识到掌握实事
求是科学思想方法的极端重要性：

“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
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
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
实事求是。”

陈云多次深情回忆他和毛主
席“三问三答”的往事：“延安整风
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
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
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
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
次要学哲学。”这些深情回忆，给
我们展现了一幅毛泽东与陈云两
位领袖在延安时期，共同学习探讨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党
史画卷，一下子将我们带回到那个
激情燃烧的岁月，给我们丰厚的历
史和理论滋养。

“十五字诀”硕果出
在领悟到实事求是这个基本

思想之后，陈云的思想步伐并没
有停止，而是在深入研读毛主席
著作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怎样才
能做到实事求是”进行了探索性、
创造性思考，由此总结和概括出
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十五字
诀”，为他与毛泽东的“窑洞对”结
出了已经载入史册和“党书”的丰
硕成果。

陈云晚年回顾总结说：“在
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
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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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
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
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这十五个字微言大义、字字珠
玑，凝结着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还有党的正反
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领悟
和总结。在我们党内，陈云对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领悟和阐释堪称

“独到”，而这种“独到”，正是植根
于他同时从正反两面历史经验教

训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深
入思索和总结。从反面来说，在革
命、改革时期我党的一些失利和挫
折，使他辟出一条从“怎样才能少
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一
问题领悟实事求是的独特路径，也
使他可能比党内其他同志对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抱有更加痛彻心扉
的理解和更强的敬畏之心、谨慎之
心；从正面来说，在他领悟了实事
求是的巨大威力和内在真谛后，他
对“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样
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这一根
本问题有了自己独到的深入领
悟，从而对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怎样把事情办得更好，
有了更强的自觉和自信。这正反
两面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总结，或
许是陈云在后来的经历中较少犯
错误，尤其是较少犯大错误的奥
妙所在。

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字的具体
含义，陈云从延安时期就开始进行
深入阐释，之后又在“七千人大会”
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
组会议等党的历史的关键时刻进
行阐述，其中许多时刻都是我们党
急需端正思想路线的关键节点。
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陈云又亲自
对这十五个字进行了一次总结性
的系统阐释。

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
话不要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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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
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
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
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
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对茶杯
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
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
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
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
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
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
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
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
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
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
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
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
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
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
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
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
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
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
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

“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

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
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
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
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
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
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
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
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
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
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
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
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切身领悟了实事求是的威力
和真谛、进而又切实掌握了践行实
事求是的具体办法之后，陈云从此
形成了唯实而不盲从、谨慎而又硬
气的独特政治理念和风格。

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陈云
结合自己之前因为盲从而犯错误
的教训，强调了唯实而不盲从的问
题，告诫全党只有不盲从、依靠实
事求是才能少犯错误。他说：“现
在不要说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不会
犯错误了”，“我们相信毛主席，但
绝不是盲从，盲从是没有用处的，
只有对问题仔细地考查，翻来覆去
地考查，这样不管毛主席在这里领
导也好，离开毛主席也好，大体上
不会犯大的错误，否则风潮一来，
就又要犯错误。”

陈云概括创造的“不唯上、不
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
十五字箴言，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
光辉，是他与毛泽东“窑洞对”的理
论结晶，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宝库的
永恒瑰宝，早已深深融入中国共产
党人的思想和精神血脉之中，给一
代代共产党人无穷教益和启迪。

“学习哲学”济后世
在领悟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

心路历程中，陈云从和毛泽东“窑
洞对”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要
做到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光有
经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从思
想方法上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看问题。毛泽东的指导和点拨，
使陈云“受益很大”，使他充分认识
了学习哲学、学好哲学的重要性，
将之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正是从这时起，陈云不仅自己深入
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毛泽东的
哲学思想，而且言传身教，告诫、嘱
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哲
学、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一次谈
话中回顾了自己一生中两次集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历，一次
在延安时期，一次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这两次经历对他的思想历程
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本人形象地用
两次“打倒”来形容这两次系统的
学习哲学的经历：“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重要。延安
时代，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
候，有个很好的风气，就是组织干
部学习哲学。那时规定每周要看
几十页书，每星期六用半天时间进
行讨论。这样系统地学了几年马
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对我很有帮
助，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

‘打倒’了。后来，我就没有时间这
样系统地学习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我又有计划地读了点马列原
著，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那一
套‘打倒’了。”

两次“系统地学习”、两次“打
倒”，是思想理论上的两次斗争、两
次升华，促进了陈云在思想理论上
的两次飞跃。正所谓“不破不立”，
第一次系统学习和“打倒”，使陈云
通过领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系统
地驳倒了“王明的一套”，确立了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
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他头
脑中的真理性、正确性；第二次系
统学习和“打倒”，使他运用马列主
义基本原理，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失误挫折，系统
地驳倒了“陈伯达的一套”，为陈云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卓越贡献，作
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陈云认为，学习哲学，最核心
的就是要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唯物
辩证法。他本人就是通过学习马
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论和
唯物辩证法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

在今天的陈云故居，展出着一
副陈云晚年写给夫人于若木的条
幅：“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是马
克思主义的要点”；于若木在纪念
陈云100周年诞辰时也强调，“全
面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实质是陈云同志成功的秘诀”。由
此足见陈云对辩证唯物论唯物辩
证法的深厚领悟和感情。

从接受和实践毛泽东在延安
时期教导他“学习哲学”的嘱托开
始，陈云就一直十分重视党员干部
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哲学的问
题。他反复嘱托：“要把我们的党
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
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
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些殷殷嘱托，既是陈云对他
与毛泽东“窑洞对”内在精神的不
懈传承，也寄托着他对党和人民事
业永远兴旺发达的无限期盼和祝
愿。这些殷殷嘱托，如洪钟大吕，
将永远在我们耳边发出绵绵不绝
的回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
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
究员）

毛主席与陈云的“窑洞对”
编者按：

说到“窑洞对”，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我们要讲的“窑洞对”，在党史上也非常有名，

同样是党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就是延安时期陈云与毛泽东“三问三答”，领悟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箴言和嘱咐后代“学习哲学”的故事。

从“三问三答”到“十五字诀”再到“学习哲学”，陈云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写就了一篇令

人回味无穷、永世赞叹的文章。 在建党百年之际，站在我们党百年征程新起点上，我们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期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从包括毛泽东与陈云“窑洞对”在内的精彩党史故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