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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中，提出了一

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观点即群众观点，在实际工

作中表现为群众路线。一方面，毛泽东的群众

观点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唯物史观认

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每向前一步，

都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推动。毛泽东把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概括成群众观点。

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

首先把落脚点放在了中国的农村，认为革命的

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基

本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必须先走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对农民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也为

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

东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贯穿于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将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群众

路线的统一。

在近代中国哲学史上，历史进化论曾经风

起云涌，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超越了历史进化论。

他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的阐述大多结合中国

革命的实际情况，运用唯物史观来阐释中国革

命的道路和理想。



群众路线的基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心全意地为

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

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党的政策正确与否，首先要接受

人民群众的检验。一定要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

因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的利益才

是至高无上的。正是由于坚持实践观点与群众

观点的统一的唯物史观，因而也就有了毛泽东

的独有的人生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内在的

统一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

生观。毛泽东的人生观体现在对群众路线的唯

物主义认识论的坚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

主义的理想人格。



正是基于群众观点的立场，毛泽东明确提

出要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共产党员无论何时

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

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

里，实际包含了毛泽东对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关系的理解，即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价

值为前提。不过，毛泽东反对个人主义并不等

于反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发展，相反，他认

为解放人的个性，也是民主革命的—部分，如

果人被束缚的个性得不到应有的解放，就没有

真正的民主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毛

泽东非常注重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的统一，认

为坚持群众路线和尊重群众的个性并不矛盾，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群己关系之间的内在紧张。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是一个功利

主义者。他否定超功利主义的存在，提出了

“革命的功利主义”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

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

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

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

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可见，这

里依然是把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作为功利的最

终指向。一切真、善、美的价值一定是与人民

群众的真实利益的获得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

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

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毛泽东人生观的

两个向度实际上也是对

中国哲学史上的义利之

辩和群己之辩给予了马

克思主义的回答。这种

回答也包含在毛泽东关

于共产主义自由人格的

学说中。毛泽东认为，

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

想，需要共产主义的先

锋队带领群众努力奋斗，

培育一代代具有自由人

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的新人。

这种自由人格有

两个基本的要求：首先，

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

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

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体现了知行的合一；其

次，要求“共产党人的

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

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

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

准”，体现了革命的功

利主义和群众观点。



一方面，群众用理智认识事物发展的必然

之理与当然之则，保证实践的自觉性；另一方

面，群众用意志自主作出行动选择并坚定地加

以贯彻与落实，体现实践的自愿性。如果只讲

意志的自愿选择而不讲理性自觉，这样的实践

是盲目的；如果只讲理性自觉而不讲意志自由

与专—，这样的实践是被迫的。毛泽东指出：

“在—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

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

害了急性病。……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

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

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

进—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命令主义与尾

巴主义的错误在于把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割裂

开来。一项政策要被人民群众接受，不仅要让

群众对之有理性的了解，也要让群众自愿地作

出选择。

毛泽东强调道德实践对于培养共产主义自

由人格的作用。自由人格所要求的道德实践既

要符合理性自觉原则，又要符合意志自愿原则，

是自觉与自愿的统—。他说：共产党员 “根据

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

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

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

境所许可的—切必要的斗争”。这段话明确指

出：培养自由人格的道德实践必须遵循两个原

则：自觉和自愿。一个合理的行动、有利于自

由人格培养的实践应该是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

的统一。

一方面，群众用理智认识事物发展的必然

之理与当然之则，保证实践的自觉性；另一方

面，群众用意志自主作出行动选择并坚定地加

以贯彻与落实，体现实践的自愿性。如果只讲

意志的自愿选择而不讲理性自觉，这样的实践

是盲目的；如果只讲理性自觉而不讲意志自由

与专一，这样的实践是被迫的。毛泽东指出：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

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

害了急性病。……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

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

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

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

进—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命令主义与尾

巴主义的错误在于把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割裂

开来。一项政策要被人民群众接受，不仅要让

群众对之有理性的了解，也要让群众自愿地作

出选择。



脸不洗，就会脏，影响自己的形象，

而人不反省，就可能骄傲自满或腐化堕落，

玷污人的心灵，而且这项日常工作应该随

时随地进行。对健全的自由人格来说，自

我批评或解剖自己是一门必修的功课。

概而言之，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

经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提出了唯物论的知行观，将唯物

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方法论有机地统一

起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自由人格的培养过程中，毛泽东还强调自我

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自我修养是—种磨

练工夫，它的展开包括许多具体方法，其中一种重

要的方法是反省，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自我批评。自

知有过，并加以揭露与检讨。毛泽东指出：“我们

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

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

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

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把自我批评比喻为洗

脸，至少传达出这样一个意思：自我批评是一项经

常性的工作，如同人每天需要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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