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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治学 

 

大学大义  微言大道 
 

——陆学艺的治学及方法 
 

李晓壮  周艳 
 

  陆学艺先生为什么能够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有着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为什么他写的文章能够

引起巨大反响？为什么“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号召年轻人多向陆学艺学习？追忆先生生前

授业传道解惑的点滴事件，品味先生思想的盛宴，能够为我们提供极富启发的养料。 

  着眼现实问题，确定学术方向 

  陆学艺先生于 1957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先生

已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很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严峻的经济形势，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共产党、

人民政府要带领人民前进，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跟党走啊？”在那时，先生就觉察到国家之所

以出了这样大的事情，肯定是农村政策、农业政策有了问题。此后，先生一面继续学习专业课程，

一面想办法查找资料，阅读农业经济方面的书籍，经常听寒暑假从农村回来的同学介绍各地农村

的情况，而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各地农村去做调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先生开始了他的“三农”

问题研究。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到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立

志要把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农业问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62 年，先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仍然一面读书，一面研究农村问题。1964 年，

哲学所干部被要求去农村搞“四清”，其中不少人是被组织强制要求去的，而先生则是自愿、主

动要求去的。此间，先生先后去过湖北襄阳（县）竹条区牛首公社黄丰大队、河北保定徐水县户

木公社德山大队等地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也正是借这个机会，先生对农村政策有了一些了解，

自己的思想认识也得到了很大提高。1965年 7月，先生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主要从事宋明理

学的研究。同时，他继续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农村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被下放到河南

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 5月），先生利用这个机会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农村问题。

1972年 10月先生回北京，恢复工作，继续留在哲学所，但关注的仍然是农村问题研究。就这样，

先生坚持研究农村问题十多年，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农村政策的看法。 

  1978年，得知中央要讨论农业、农村问题，先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他多年积累的研究成

果，写成了四万多字的《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发表前由其夫人吴梦

怡女士手抄若干份送给相关人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阅后批示：“这十二条建议都很

好，有针对性，有些文字语气过重，过激，要注意分寸。”这篇文章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有

关农业的决定是相吻合的。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发表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国内参考》）

以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宋一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同志，分别与

之谈话，专门把先生从哲学所的工作岗位上调了出来，提议先生以后专门从事农业问题研究。此

后，无论是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还是 1986 年在农业形势一

片叫好声中，写就的《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该文引起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1986 年 6

月 1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时说：“有位专家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少，农

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以及新时期关于《走出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都以回应时代重大发展问题为使命，体现了先生的社会责任

感、学术使命感。最终，先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方面的著名专家。 

  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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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学会做人的关键时期。先生讲，他自己就是在大学里，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到老

师的教诲和影响而逐渐学会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 

  在先生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好传统，古人做过很好的概括，叫做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修身，也叫修身养性，即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和素质。《礼记》就说，欲齐其家者，必

先修身。同理，要能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齐家。因此，先生认为，关键的是要自己管好自

己。先生进一步解释到，“修身”这个词用得好，修身也就是做人，为人要正直、诚实、孝道、

勤奋、克己、谦恭，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先生讲，在大学里学会做人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要修身，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品性和道德，

不断自我完善；二是要处理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而且要善于与人相处。自己首先要身正，要

有学问、有见解，同时又能克己、谦虚谨慎、乐于助人、有能力帮助别人，那么，人际关系自然

就融洽。 

  学会了做人，也就为做事做学问打好了最重要的基础。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理想，

要有抱负，要有在这个难得的好时代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先生举例说，2010年，在他的学生

和子女的努力和帮助下，“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他说，1980 年代从

香港传进来一句话，叫作“心想事成”，开始他不以为然。但 30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在大学里就

立志要研究“三农”问题，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这样想了，也去实践了，果然实现了。因此，

青年人一定要有理想，要有目标，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用心去观察社会，就会发现，国家、

社会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机会无处不在。看准了，抓住机会，奋力去做，就会找到成长的空间，

干出一番事业，成就属于自己的未来。 

  掌握读书的方法 

  先生认为，到大学来，主要任务就是读书。主要读两种书：一种是专业书，专业的经典、重

点的书一定要用心读、熟读，这是将来的看家本领；一种是专业以外的各类书，只要感兴趣的都

可以读，但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是必读的，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就像理工科

的学生一定要学好数理化一样。先生讲，他自己是学哲学出身的，后来从事农村、农经、社会学

研究，都还可以，就是因为他在大学里，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籍读了很多，有了很好的

基础。先生又讲到，搞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对国家大局的形势要有个正确的、

总的判断。先生说，他们那一代人，从五十年代起就养成了天天听新闻广播、看主流报纸的习惯。

此外，好的文学、文艺作品也要多读。有个学者说，一个知识分子要靠文学艺术来培养想象力，

要靠哲学来培养洞察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要靠史学来培养认识世界、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先生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先生总结说，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善于读好书、读名家的好书，这些好书就像一位高明的

老师在给你讲理论、讲方法。书读多了，知识面就广了，理论功底就扎实了，水平就提高了，正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但是，读书须注意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首先，所学的专业一定要学好，

但光读专业的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广读、多读其他方面的书，这叫触类旁通。就像造宝塔

或大厦一样，读书如同打地基，地基越大越深，宝塔或大厦就能造得越稳、越高。各种书读多了，

专业学得就会越好。当然，也不能读得漫无边际，一定要得当。 

  先生讲，读书还有个方法问题，应该读的书需要多读、熟读，有些书只需浏览就可以，但读

书首先一定要和思考的问题结合起来。《论语·为政》篇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读书、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茫，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疑惑。所以《中庸》说，要“博学，审问，

慎思，明辨，笃行”。既要多读书、多学习知识，又要不断地思考、追问为什么，钻研理论，明

辨真伪是非、前因后果、逻辑关系。其次，读书一定要和写结合起来。先生讲，他从高中就养成

在听课时记笔记的习惯，身边常带一个笔记本，一上课、开会就记笔记，后来下去搞调查研究也

记笔记。还有，就是晚上记日记，把一天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记下来。笔记是记人家的话，

日记是记自己的心得、思考，时间长了，就像每天都在写一篇文章一样，由于熟能生巧，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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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就不困难了。先生又讲，他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习、研究、读书的 50 多年里，一直

在文教单位工作，没有什么财富，最大的财富就是三样：一是书和杂志；二是笔记本；三是日记

本。后来据考证，先生一生中写有笔记、日记近千本，平均每天少则写几百字，多则写几千上万

字，平均下来每天约写 2000字，共写下约 2000万字的资料。 

  作为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治学思想，

哲理深刻、方法朴实。 

  链接 

  陆学艺，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1965 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

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6年任中

国社会学会会长，199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是全国第八、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 5月 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0岁。 

  陆学艺教授的研究专长是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研究和农村发展理论。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和重点课题研究，发表《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

社会结构变迁》和《三农论》等专著多部，发表专业论文百余篇，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