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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要义论析

———基于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的考察

李瑞奇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逐步形成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从
历时实践逻辑上看，研究实事、革命实践、党的建设与联系群众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互文性的功能旨向。从共时内容

逻辑上看，问题意识、实事求是、系统观念与群众路线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要件。新时代赓续毛泽东调查

研究的优良传统，应坚持将其作为破除形而上学的实践工具、形成正确决策的先决条件、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进路和社

会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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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的创新性发展。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要义

探赜，也应采取“调查研究”的一贯方法，“充分地

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

的内在联系”，因为“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

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基于此，应从

“纯粹的思辨”转向“过硬的事实”，超越一般性的

文本把握，将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作为考察

对象，从其确凿的发展历程中探微其思想精华与

时代价值。

一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功能旨向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

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

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考察视角来看，毛泽东调

查研究的“历史感”蕴藏着一条明确的主线，那就

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与不同时期的“主观主义”对

弈，这既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生成的背景，也规

定着调查研究的基本范畴及其现实功能③。因

此，历时追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在不同阶段的

主要功能表达，是进入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整体

视野的基本路径。

（一）研究实事的途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受实学传统与社会风雷

的涵化影响，以一种自在的唯物史观投身于社会

调查活动。早在１９１７年刊发于《新青年》杂志的

《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即表达了对清初重

视习行的“颜李学派”的推崇。尔后，在数度走出

书斋、游学考察过程中，对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实

际生活状况的深入接触，为其从民主主义者向马

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作了实践准备。１９１９年，针对

当时湖南思想界教条化的空谈气氛，毛泽东于

《湘江评论》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该文或

可称为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宣言书，文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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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①，这里对

“实际”的关切是青年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活动

的锚点所系。

同年９月，兼顾问题研究与主义研究的“问
题研究会”在长沙拟创，与当时胡适提出的“多研

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同，毛泽东特别注重运

用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的方法，对并没有得到

“比较明了的概念”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②进

行分析比较，这为此后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

靠的理论准备。１９２０年，在《致周世钊信》中，非
哲学范畴的调查研究概念首次出场：“吾人如果

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

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

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③事实上，青年毛泽东

的社会调查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自

觉的活动，但作为研究实事的自发途径，构成了毛

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前史。

（二）革命实践的根据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及 ３０年代初期是毛泽东调
查研究活动的活跃期，大革命与土地革命复杂残

酷的斗争，催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视

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④《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等文本，我们或可将其称为毛泽

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阶段。１９２１年，毛泽东在
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及“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

根据”⑤，标志着他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基本观点考察社会状况，调查研究随后成为

破解当时革命难题的重要依据。

为了寻找斗争实践的正确策略，毛泽东以

湘赣闽为主要调研区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研究活动，如在湘工人状况调查与农民运动考

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调查研究、寻乌城镇

商业调查、兴国八户农民典型调查、长冈乡才溪

乡经验调查。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唯

心论与“先哲”标准神秘论，毛泽东撰写了具有

其调查研究思想总纲性质的名篇《调查工作》，

从文本意义上阐释了调查研究“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办”等基本范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

权”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⑦“社会

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

正确的斗争策略”⑧等逻辑相续的科学论断，标示

着这一阶段调查研究的功能已从研究实事拓展到

指导革命斗争实践。

（三）党的建设的依托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夜，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更为紧张的斗争局势下，

清算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错误

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这一时期调查研究活

动的功能要旨。随着１９４１年《农村调查》的汇编
成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进入理论成熟期。其

中，《〈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

作为这一阶段调查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完备归纳

了调查研究方法，直观阐明了调查研究是理论联

系实际的桥梁。

在充分肯定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

的地位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

整风文献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

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出台推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从一般

意义上的认识世界向改造共产党人主观世界过渡

的重要标识。“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

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

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

查与研究”⑨“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

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瑏瑠等表达宣告着调查研

究的功能自此上升到党的建设层面。此后，在转

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于谭家坪等地开展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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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活动期间起草、写就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标志着调查研究成

为全党制度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联系群众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

务”①，调查研究的功能由于新的历史课题的出现

而不断拓深。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就提出“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②的经典论断，但对调查研究、群

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者一致性的观照则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贡献。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在南方各地视察并沿途进行
调查研究，后又至各地农村调查，形成关于农业合

作化的系列著作，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以及推理

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③，就是“从群

众中来”的过程。

１９６０年，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一文，着重
从认识论上回顾了１９５８年以来的主观主义经验
教训，提出“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

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

它”④，在事实上拉开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

１９６１年作为“调查研究年”的序幕。１９６２年《在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１９６３年《人的
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个文本，对调查研

究、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三者的一致性作了高

度概括，阐明了三者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不可或

缺性，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

的认识论的教育”⑤，要解决问题、改造世界，关键

在于能不能经由周密的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

把群众分散的意见以集中的方式转化为系统的意

见，经过酝酿讨论形成正确主张，进而转变为群众

的自觉行动。

二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要件
功能作为一种对象性范畴，其不断丰富发展

的过程，本质上是事物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关系

的深化过程。相应地，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功能

旨向的互文性迁变历程，也是这一思想随调查研

究活动的深入而不断朝向学理化的形态演变过

程。作为体大思精且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绝不是思想的自转，与那些

“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⑥存在本质

区别。从研究实事到联系群众，其主要功能呈现

样态与实现程度，总是与当时实践需要高度嵌合

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在功能的层累

过程中科学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要件。

（一）问题意识是调查研究的发生原点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而“真

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⑦。问题

意识始终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实践原点。毛泽东

调查研究活动从自发到自觉、从认识世界到改造

世界、从个体经验到思想路线的渐进式过渡，是随

时随地以实际问题为转移的，这一点也体现在毛

泽东对“问题”本身的界定轨迹上。１９１９年，他将
尚未得到适当解决且为人生所必须的事或理定义

为“问题”，并列举出 ７１项 １４４个当时中国需要
解决的问题作为“问题研究会”的要务，强调“问

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⑧。

虽然“问题研究会”因多种原因流产，但其中闪烁

的类似“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⑨

等强烈的问题意识，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

的底色。

毛泽东此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给出了关

于“问题”与“调查研究”更为形象的表达：“调查

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瑏瑠

这里将问题意识视为调查与研究得以结合的中

点，“调查”是对问题的缘起、现状和历史的调查，

而研究是对问题的“发言权”，即运用辩证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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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认识论得出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

后，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进一步直言“问题

就是事物的矛盾”①，要真正解决矛盾，须规避甲

乙丙丁现象罗列式的形式主义，经历一番“观察

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系统

调研过程。

（二）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则

探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发生发展的脉络可

知，实事求是是贯穿始终的根本原则。从实事求

是的生成来看，其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

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得以发挥，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范例。自青年毛泽东为了

明晰实事和真理，主动向人生实际求索，到革命时

期“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②等关于调

查研究与“实际”的关系论述，可以清晰看出实事

求是在调查研究活动的推进中，通过对形而上学

思想观点的“破”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

“立”，不断凝练成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

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

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③其中，“实事”是经

调查详细占有的客观实际材料，而从实际引出其

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便是“求是”的过程，也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分析与综合的研究

过程。进一步地，“实事求是”通过调查来破除抽

象的主观分析，转而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研究方法，来求得事物的本质性规定，从而在唯物

史观的意义上改造事物。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初三次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目的在于“把

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④。可见，实事求是是

调查研究的行动向导，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

原则并真正戒除空谈的基础环节。

（三）系统观念是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

社会存在并非铁板一块，其普遍联系的本质

属性规定着社会意识的系统性。正如毛泽东所

讲：“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

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

知识。”⑤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正是一种“系统的

知识”，系统观念是调查研究得以解决事理问题

的一整套思维程序。在《关于农村调查》等文本

中，毛泽东曾经以“观察延安”为例，给出观察事

物应有的科学认知过程，即从观察延安的大体轮

廓形成一般性概念，再对延安学校机关等进行各

部分有秩序的研究，最后运用“综合法把对各部

分的分析加以综合”⑥，得出对延安的整体性

认识。

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调查研究
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等论著更直观地论述了作

为调查研究思想方法的系统观念，厘清了坚持系

统观念就是在对一事物调查、考察与观察过程中，

采取普遍联系、全面系统与发展变化三重视角进

行辨析、分析与解析。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报表

式、钦差式特别是“老爷式的调查”⑦，毛泽东提出

要做“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⑧，而“由历史到现

状的调查研究”⑨就是系统性的直接体现，以此为

基础，才能克服主观主义错误，真正解决实际

问题。

（四）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的价值遵循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

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瑏瑠从毛泽东调查

研究活动的画像来看，这一“历史活动”恰是一部

怎么争取、如何依靠、怎样领导人民群众认识与改

造世界的历程。在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著作群

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扎实的调查研

究是克服“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瑏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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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

由之路，而群众路线则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

的理论创造。

从《反对本本主义》开始，调查研究活动视野

下的“群众”就具有三重面向。一是“调查”的对

象性存在，这里的对象指涉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

群众实存。群众是“可敬爱的先生”①，以甘当小

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

中去调查调查”②是毛泽东对这一面向的经典表

述。二是“研究”得以有效的过程要件，政策的制

定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群众实践智慧的反哺。正

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

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

的。”③三是“调查研究”的价值落点，群众不是调

查研究的手段，而是调查研究的目的，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的价值归依是为了群众、解放群众。

三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意义
概念作为思想上的反映，“不能被限定在僵

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

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④。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

立场，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考察不能限于探

讨功能和要件，应扎根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根本要求，从功能表达与要件旨趣中洞见其现

实价值，锚定当代中国具体的、现实的需要，把调

查研究这一“我们党的传家宝”⑤真正转化为新时

代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一）破除形而上学的实践工具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是一部运用唯物辩

证法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历史，无论调查研究功能

如何拓展，拒斥“瞎说一气”“不受客观实际检

查”⑥的形而上学是其特有的实践动因。《实践

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正是对称

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的“本本主义者”的批

判和答辩，其中关于“变革梨子”“变革原子”等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

和发展真理”⑦的经典譬喻，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形象思考，而“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发展

真理”这一实践论基本逻辑的确立，个中环节无

法离开对客观实存的深度调查和系统研究。

新时代破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仍是推动调

查研究工作的首要关切，“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

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

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

效果”⑧。“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

质问题”⑨，因而扬弃“盲人摸象”式的感性片面与

“郑人买履”式的刻板理性等类形而上学思维，须

将感觉与论理在调查研究中螺旋统一起来。基于

此，在调查研究中，一方面须采用系统的联系的观

点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克服坐井观天、

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瞎子摸

鱼等形而上学顽疾；另一方面，须采取发展的全面

的视角跳出运动式、痕迹式、突击式等形而上学调

研思维，建立长效化、常态化、制度化的调查研究

机制，将调查研究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视域下，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日用而不

觉的经常性活动。

（二）形成正确决策的先决条件

从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活动来看，调查研

究始终是在各种复杂局势中获得正确“发言权”

与合宜“决策权”的先决条件。早在古田会议决

议中，为纠正当时红军第四军内流于空想和盲动

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第一次自觉使用了

“调查和研究”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作形势政策分

析的前件。毛泽东关于“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

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瑏瑠等论说，集中阐述了调

查研究对形成正确决策的重要意义。此后，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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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时，毛泽东再度提及“发言

权”的问题：“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

的”①，“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

策的”②，这时调查研究已从革命时期获得“发言

权”的前提拓展至具备“决策权”的条件层面。

新时代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

决策权”③“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功”④等

重要论述，正是对毛泽东“决策权”认识的直接继

承。其后，“为科学决策服务”“使调查研究工作

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⑤等同义

反复表述，进一步申明了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的

互嵌关系。习近平曾明确指出：“研究、思考、确

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

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

面深入的调查研究。”⑥新时代正在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

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以及国内繁重的改革任务，

使得问题呈现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困难程度

同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作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利于长远的理

论供给与决策设计。

（三）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进路

回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历程，“客观实存

矛盾”“调查实际情况”“形成科学决策”“解决具

体问题”构成了一簇往复相续的调研逻辑，这一

逻辑集中体现了经由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来解决

问题的实践链条。在毛泽东看来，“一万年还是

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⑦，但

类似流水账式的“纵断法”⑧调查研究，“只是收集

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⑨，这样的调查研

究方法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对此，毛泽东给出

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敌我友”的阶级分析

法、“眼睛向下”的蹲点调查法、“走马观花”的观

察调查法、“下马看花”的个别调查法、“解剖一个

麻雀”的横断调查法和“抓住要点”的矛盾分析

法等。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以解决问

题为根本目的”，强调规避“扎堆调研、多头调研、

重复调研”等低效方式，力克“作秀式”“盆景式”

“蜻蜓点水式”“嫌贫爱富式”瑏瑠“出发一车子、开

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瑏瑡等形式主义，用正确的

调查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对毛泽东调查研究

方法的守正创新，一方面，要“身入”基层，扑下身

子、沉到一线开展调查，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摸

准摸透实际情况，研究真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讲，

“过去常用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

式依然是管用的”瑏瑢；另一方面，要“心到”基层，胸

中有数、有的放矢做好研究，采取交换、比较和反

复的方法听取多方意见，进行立体式分析，真研究

问题。从调查技术的视角来看，正确的调查研究

方法就是以“解决真问题”为锚点，摸清真实情

况，明晰方向目的，把准具体任务，落实主体责任，

给出解决方案。

（四）社会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

范畴，所形成的调查研究名篇对中国社会状况作

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

作”瑏瑣。毛泽东认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

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瑏瑤，

但“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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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做好社会科学

研究的关键，缺少调查研究环节，社会科学研究便

会堕入“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②

桎梏。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回到广阔的实践

天地去调查鲜活情况和研究原始材料。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 １９８２年《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出
版，为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理

论与方法。

新时代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仍然离不开调查

研究，调查研究是实现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

要路径。社会发展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

题，要求社会科学因应实践深化的需要，及时研

究、提出并且运用新思想新理念。面对当代中国

社会的伟大变革，不可能有教义式的现成教科书，

要解释好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就务须将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③，提供符合中国实际、具

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理论思维的起点往

往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成果，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研

究必须明确“为谁创作、为谁立言”④这个根本问

题，只有回应时代呼声，着眼群众所需，通过调查

研究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

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念，才能真正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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