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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关于调查研究，毛泽东的
论述很丰富。他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即使在革
命战争年代，实地调查环境艰苦复杂，依然积极
想方设法开展工作。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善于通过
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和典型访谈的方式探寻把握
事情的真相，不但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而
且全面细致地收集到了第一手材料。

1925年2月至8月，在韶山住了200多天的
毛泽东，把多半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调查研究
上。他认真倾听、虚心接受社会上对组织开展
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意
见，深入百姓逐家逐户去了解农民运动中存在
的“农民问题”。1926年12月，他又找来壮年佃
农张连初，敞开心扉促膝交谈，话题涉及粮食、
猪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情况，以及包括粮食收
成、喂猪、工食等在内的收入情况，通过这种“以
心交心”和“解剖麻雀”的方式，为下一步决策储
备了大量鲜活素材。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进
入赣南，攻克了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
针对赣南农村的阶级状况，他在寻乌开展了为
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他又趁热
打铁在宁都县小布镇，抽空儿将此次调查的资
料整理成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全面深刻
地剖析了寻乌的富农情况，真切认知了整个赣
南农村的阶级状况，这些成果对此后我党制定
土地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看重调研的
重要作用。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他思考最多
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
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此，他力倡继续拿起
和充分使用调查研究这个最管用的“武器”。

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
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寻找出一
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
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准备，毛泽东等中央
主要领导人开始深入各部门各地区，开展大规
模的调研工作。正是在这次集中丰富的调查研
究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
时，他曾这样说：“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
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
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和那些人谈话，那个
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
调查，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
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
为我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开展这次调研时，毛泽东已63岁，在长达8
个月的连续调研中，尤其是在最后数十天的“连
续作战”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工作精
神。每天起床后，他就听汇报，一直听到上床休
息，中间只有很少一点儿闲暇休息。连续汇报
和不断插话使他十分疲劳，他诙谐地说：“床上
地下，地下床上。”

纵观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调研工作，可谓
有一套成功的方法和技巧。正如他在《〈农村调
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

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
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
校。”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则专门讲到了“调
查的技术”，列举了7个要点：要开调查会作讨
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
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
深入；要自己做记录。这些方法技巧，值得我们
在工作中细细学习实践。

周恩来：
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

周恩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使用的调研
妙招简单、实在而有效：向群众朋友躬身求教，
真情实意替群众着想。

1959年1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完外
事活动后，到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因病在此休
养的邓颖超。在从化的这几天，周恩来也没闲
着，他满腔热忱地深入到乡村和学校进行考察
调研，了解社情民意。11日下午，他冒着寒风
步行过碧浪桥去了温泉村，首先视察了村里的
小学和幼儿园，还来到保健站等单位访察。在
村里，周恩来前后逗留了3个多小时，每到一处
不是嘘寒问暖，就是同大队干部一起商讨改善
农村条件事宜。他曾3次叮嘱大队干部一定要
关心村民健康，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了
解到村民和幼儿园孩子守着温泉却难洗上温泉
澡，不少社员还常到溪流河里洗澡时，立即叮嘱
身边人员一定要想办法给温泉村建上公用澡
房，并马上带头捐资。之后不久，在广东省有关
部门的重视下，温泉村建起了一座面积达150
多平方米的公用浴室，温泉村民从此告别了守
着温泉洗不上温泉澡的窘境。

1943年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曾这
样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
助他们。”关于如何做好调研工作，周恩来不止
一次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
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
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

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到河北省武
安县伯延公社，就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了4
天的蹲点调研。在座谈会上，细心的他发现了
一位真诚的农民张二廷，引导他大胆说出了“食

堂不好，食堂吃不饱”的真心话。周恩来边听边
鼓励，耐心听完张二廷一通话后，握住他的手
说：“二廷，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
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们交个
朋友吧。”

为了摸到真相，在调研工作中周恩来还常
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这次调研中，他向
社队干部提出还要到上一天没去过的另一家食
堂去。来到临时自行选定的食堂后，周恩来径
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原汁原味”的情景看到
了：锅内只剩下一些玉米糊糊。这次突袭，周恩
来吃上了真正的社员食堂饭，搞清了农村公共
食堂的真实状况。

在总结调研工作方法时，周恩来说：“你想
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
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
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
况。”为此，他一生注意细心观察群众冷暖，坚持
虚心向群众学习，眼中看到的永远是来自群众
的真情实况。

刘少奇：
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

刘少奇始终认为，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
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为此，他总是深入基层，
细致用心地倾听民声、了解实情，启发和促进自
己深刻思考。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区、市）党委书记

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门科学，值得
好好研究。刘少奇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
问题，不但对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
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为此，
刘少奇开展了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调研活动。

2月18日，刘少奇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
组成调查组，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对
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
民、学生“闹事”问题进行调研。

通过调研，刘少奇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事
求是的工作作风，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
验，对如何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

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党中
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1957年全党和全国形
成了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而展开的学习热潮。刘少奇南下5省的调研及其
思想成果，对推动这次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
期。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
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贯彻中央精
神，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961年4月
至5月，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研
究了44天。

调研之初，刘少奇召集基层干部听取他们
的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他发现，不是调
研的干部听不听得进实话，而是参与调研的基
层干部群众根本不愿讲实话。为了能够真正查
出症结所在，刘少奇苦思冥想后心生一计，不让
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社
员座谈。甚至他还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
门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访父老乡亲，并且
一待就是40来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
沟通。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揭开
锅盖看到农民吃着糠菜窝头，打开油盐坛子发
现没有一滴油一粒盐，还看到许多社员因为吃
“代食品”得了浮肿病。终于，刘少奇赢得了群
众的信任，悉数摸清了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听
到了真实的声音，对存在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
识，积累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事毕，刘少奇向中央及时如实汇报了调研
情况。5月31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
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回过头来考虑考
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
样搞下去了。”

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是我党一
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从刘少奇实事求是的调研
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动真情、沉得深，敢于老老
实实聚焦问题，认认真真分析问题，扎扎实实解
决问题，始终把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群众满意
不满意，作为检验调研成效的评判标准。为此，
当年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将
湖南调研的情况如实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对解
决农村公共食堂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和建议，促进
了中央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对推动国民经济调
整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
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

陈云堪称我党调研工作的能手和高手，他
据多年工作实践提出了著名的15字诀：“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还进
一步总结说，搞调研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
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每个高
中级领导干部身边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
工作人员。为此，他力倡领导干部“要在各行各
业广交知心朋友”。

陈云十分注重交知识分子朋友，以更好地
调动其专业优势特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
中国成立初期，陈云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经
济学家马寅初是副主任之一，两人工作上配合
默契，成了莫逆之交。中财委撤销后二人仍保
持往来，交流颇多。

陈云还乐于与农民群众交朋友，倾听他们
对于政策的感受和呼声。陈云有许多农民朋
友，如江苏青浦县（1958年划为上海市）农民曹
象波、曹兴达等。1952年10月，陈云请曹象波、
曹兴达来北京谈农村土改后农民得到什么好
处，又有哪些坏处。两位农民据实回答，为陈云
深入了解土改前后农业生产现状、科学编制“一
五”计划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1955年1月，
陈云来到青浦县调查统购统销工作，又一次约
见曹象波、曹兴达。谈话中，陈云了解到了统购
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干部购了“过头粮”
（即超计划收购的粮食），农民留粮过少、口粮短
缺等。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陈云提出了粮食
定产、定购、定销的建议，为中央找到了坚持和
改进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办法。

陈云更喜欢同基层干部交朋友，听取他们
对现行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自1953年冬与陈云
建立联系后，江苏青浦县小蒸乡的乡干部吴福
林、张富清，就长期坚持给陈云写信，及时汇报小
蒸乡的“三农”实情。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二人
写信反映说：“下面有人虚报产量，所有的粮食都
扣掉还不够上交；实行先购后留，粮食购掉后就
没有了，任务是完成了，但老百姓没吃的了。”陈
云对此高度重视，于1955年到青浦进行了实地
调查。1961年粮食紧缺时，二人再次写信反映
问题：一是瞎指挥问题，一会儿主张插秧二二见
方，一会儿是三三见方；二是群众种菜的杂边地
都收掉、吃菜都成困难的问题；三是养猪问题，中
央的政策是公私并举、以私为主，而他们这里却
不能私养，猪都很瘦，市场上见不到猪肉。随即，
同年六七月间，陈云又先后到青浦小蒸乡及浙
江、江苏等地调查，并于8月致信邓小平，并附上
3份专题报告，就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
提出独到见解和建议，有力推动了中央调整农
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等政
策的落实。

1990年 4月 22日，85岁高龄的陈云在同
评弹界的朋友们谈话时，推心置腹地说：“希望
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
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
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
多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
干部，能交一点儿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
友，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陈云这番
肺腑之言，不但是对老朋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
嘱托，更提出了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法。

●唤醒民众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各界之间积极配合，密切联动，广大

学生报刊热烈支持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于唤醒
天津民众认知、促进运动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1919年7月21日，周
恩来以“笔力锋芒，一针见血”的办报特色主持创办了《天津学
生联合会报》，目的是将五四运动中的新思想传到中国的每个
角落，达成民众共识。其“主张”“评论”两个栏目经常介绍新思
想，对读者进行启蒙。该报出版后，读者订阅十分踊跃，每期销
量都居于4000份以上，订户最高达到两万人左右。其中不仅
有学生，还有工人、店员以及家庭主妇等；不仅有天津住户，还
有外地乃至南方订户。这样大范围的传播，对于进一步唤醒民
众认知、把群众运动引向更加深入起到助推作用。

南开学校的刊物《南开日刊》，特别注重刊载爱国运动消息
及全国各地学生团体的爱国活动，并对学生团体爱国宣传作品
予以传播，在唤起同胞新认知、鼓动同胞爱国之心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反帝反封建宣传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学生报刊在反帝反封建

宣传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919年9月16日正式成立的觉悟社，是当时天津学生爱国

运动的核心组织。成立不久，就于1920年1月20日创办了社
刊《觉悟》，这是觉悟社助推天津地区运动的重要刊物，也是“五

四”时期周恩来主编的另一份学生报刊。它的出版标志着天津
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天津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
动推向高潮。
《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作为社刊《觉悟》的最后一篇文章，

指出：“‘觉悟’社的大目标永远的宗旨是：本着‘反省’‘实行’
‘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
神求适于‘人’的生活。”这些文章的发表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天
津青年人在觉悟社的引导之下，思想逐步走向进步，体现出了
“五四”时期爱国青年的彻底革命精神。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反帝反封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1919年7月开始，山东学生因反对日本人在山东挑衅，大
规模进行游行示威，全省人民一同支持支援，于是卖国政府开
始镇压，抓捕学生，随之杀害后援会领袖3人。当这则消息传
到天津，爱国群众义愤填膺，学生运动再次高涨。在此情况之
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敢于发言，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连
续发表文章抨击山东政府的媚日卖国行为，向民众揭露帝国主
义和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残暴以及安福派的狰狞面目，呼吁并组
织动员天津乃至全国群众紧密团结、互相支持，报道形成了强
大的舆论威力。

●主张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
五四运动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学生报

刊采用多种体裁发表文章，在促成社会群众共识达成的前提之
下，进一步升华到天津乃至整个国家的全面改造。
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宣传阵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

后，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

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口号，进一步明确了报纸的思路和方
向。周恩来亲自搜集新闻、组织稿件、编排版面、审核校对，使用笔
名“飞飞”发表了很多社论和重要文章。在编辑过程中，周恩来及
时提出斗争口号，推动天津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觉悟》首先提出对学生思想的改造，并把这种改造同改造

旧社会、推翻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
以“自觉”“自决”为宗旨，改造学生的思想，唤起劳动民众的觉
悟，共求社会的改造。
《北洋大学日刊》是五四运动中北洋大学学生会在罢课后

出版的，由谌小岑任经理兼记者，发表过几篇社论，阐扬“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
起到了改造社会思想的作用。

●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在李大钊、周恩来的倡导之下，天津宣

传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的意愿更为强烈。天津不少学生
报刊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较
为完整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剖析了资
本主义的弊端与不合理性。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发刊志趣》中，提出“本‘革

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宗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
主张”等观点，并对十月革命后各国的无产阶级斗争进行了肯
定，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并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觉悟的宣言》中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
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
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
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
铲除应该改革的。”这已体现出当时对反对封建主义的普遍认
同，这种社会思想状况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条件。
《南开日刊》在创刊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先后发表了《思想

革命》《中国劳动家庭该怎样去做》《青年思想根本的改造》《布
尔扎维司目同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劳动时间的主张》等大量文
章，鲜明地提出：“要有新国家必先要有新思想；要有新政治，必
先要有新思想；要有新道德，必先要有新思想；要有新学术，必
先要有新思想；要有新生命，必先要有新思想；要有新青年，必
先要有新思想。”该刊认为，马克思主义等“欧美新学说”是“中
国从根本上革新的锐利武器”。
“五四”时期天津学生报刊的背后，是青年们心怀远大抱

负、秉持家国情怀，他们所办的报刊在当时对天津乃至全国解
放思想、建立民主、传播科学都具有重要意义。百余年后，这些
学生报刊在新闻史的星河中依旧令人瞩目，值得我们认真研
究、思考。
（张洪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眭钰璨，天津

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一趣事：“吕文穆公未第
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
薄。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
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
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而去。明年，
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语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
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既而次
榜亦中首选。”
北宋名相吕蒙正谥文穆，故称“吕文穆公”；胡旦

曾任将作监丞，故称“大监”。“薄游”指为微薄的俸禄
而宦游于外。两人的交往正发生在吕蒙正“薄游”的
时期。吕蒙正头一年状元及第，胡旦紧接着第二年
也状元及第，真可谓一时佳话。“渴睡汉”也从此成为
吕蒙正的谑称。
先辨析一下同义词“瞌睡”。“瞌”从目从盍，“盍”

表声兼表意，本义为覆，为合，合目当然就是睡觉
了。明代字书《正字通》解释说：“人劳倦，合眼坐睡
曰瞌睡。”

而“渴睡”一词，很容易被人误解成非常渴望睡
觉，但其实“渴睡”应该写作“貉睡”，是貉这种动物
要睡觉。貉是一种外形像狐狸的哺乳动物，穴居于
河谷、山边和田野间，杂食鱼、鼠、蛙、虾、蟹和野果、
杂草等，拔去硬毛的貉子皮质地轻软，是珍贵的毛
皮。同一山丘上的貉叫作“一丘之貉”，比喻彼此同
是丑类，没有什么差别。这当然是对“貉”这种动物
的污蔑。
北宋彭乘所著《墨客挥犀》有一条专记貉的有趣

特性：“貉行十数步辄睡，以物击竹，警之乃起，既行
复睡，性嗜纸，状如兔，毛质滑腻可爱。”彭乘还信誓
旦旦地说：“予元符中，于京师卖药翁处见之。”
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中辨析过“渴睡”这一俗

语的误用：“貉生山野间。状如狸，头锐鼻尖，斑色。
其毛深厚温滑，可为裘服。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
出，捕食虫物，出则獾随之。其性好睡，人或蓄之，以
竹叩醒，已而复寐。故
人好睡者谓之貉睡，俗
作渴睡，谬矣。俚人又
言其非好睡，乃耳聋
也，故见人乃知趋走。”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优良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不
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始终把

搞好调研放在党的工作首位，不但极力倡导，而且躬行不怠，一有机会就走出去、走下去，去

倾听民间的声音、探问百姓的吁求，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利益的发

展道路，给今天我们的党政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调 之有道 研 之有方
——老一辈革命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

孟红

“渴睡”原是“貉睡”之误

许晖

“五四”时期天津学生报刊的爱国宣传
张洪伟 眭钰璨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迈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天津新闻传播业迎来兴办报刊

的高潮，先后出现了90多种中外文报刊，其中一大批宣传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学生报

刊，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爱国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学生报刊中，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南开

学校的《敬业》《南开日刊》《南开思潮》，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的《北洋大学日刊》，天津学生联合会

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出版的《平民》半月刊，新生社出版的《新生》以及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

《醒世》等，也都具有较高水平。这些学生报刊摆脱了旧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趋向，立志揭开社会

黑暗，针砭时弊揭露问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进了新思想在天津乃至全国的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