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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执政党政治整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与思考》围绕党的建设的一些重大课
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
的成果，读后颇受启发、很有收获。
捧着厚厚的《执政党政治整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与思考》样稿，钦佩之情油然
而生。
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和汗水，体现了作者厚实的理论功底和文化底蕴，饱含着
作者对党的热爱、对使命的忠诚。
相信《执政党政治整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与思考》将给党建理论研究乃至部队
党的建设以有益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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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大方，1955年生，1972年入伍，军事学博士、教授。
历任省军区政治部干事、处长，军分区副政委，2002年调入装备指挥技术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2000年以来，出版《挑战腐败》、《“周期率”的思索》、《熔铸中华民族之魂——中国社会意识形
态研究》、《治权沦——中国******民主执政能力建设》等学术专著6部；主编学术著作10部；参编学
术著作6部。
在《人民日报》、《求是》、《中国军事科学》、《学术论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报刊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执笔文字成果共约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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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玄学价值的评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衰乱时代，玄学作为一种思潮，在这衰
乱的时代扮演了一个独特的重要角色。
后人评价玄学，有玄谈“亡国”、“沦教”之说。
客观地说，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衰乱时代的产物，不能排除其消极的一面，但其对那个时代社会政治
、学术思想，乃至文学艺术的积极影响，却是随处可见的。
　　（一）玄学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玄学由王弼的“崇本息末”到郭象的“独化于玄冥”，就其政
治观而言，是引导人们面对乱世，追求非物质性的概念化的抽象而玄远的世界，这种超越自我的意识
境界，确实起到弱化人民反抗精神，维护帝王统治的消极作用。
但玄学的盛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也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玄学在弘扬老庄政治哲学的过程中，打破了两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局面。
特别是玄学对老庄反专制思想的发挥，打破了名士们的沉闷，激发了反抗精神，有动摇当朝统治的作
用。
另一方面，玄学充分发展的结果，实现了儒道合流相融，促成了政界力量的转移。
崇尚玄学的清谈者，多属门阀士族的上层，涉身统治阶层。
但他们受玄学政治观影响，厌倦世俗政务，政治意志消沉，或垢面放荡，或逍遥避世，最终动摇削弱
了门阀世族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涉足政界的条件，政治领导力量逐步转向寒门庶族，客观上为非门阀世
族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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