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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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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在社会革命实践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在近代

中国历史巨变中追求进步，追寻新式知识的旧式知识分子。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密

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时候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

完满无缺”，“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

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曾国藩因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又有桐城派后期领袖之虚誉，颇

得一般青年士子尤其是湖南青年的尊崇。毛泽东此处表示“独服曾文正”，正是当时一般青年的

心理。“独服曾文正”什么？不仅服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且服其“具有大本大

源”。毛泽东认为只有得大本大源，才能动天下之心，根本改变世界。什么人具有大本大源？只

有孔孟才具有大本大源，只有孔孟思想才能治理天下，只有孔子才能明贯过去现在未来。这完全

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基本思想。有学者把毛泽东追求的大本大源解释为“显然是指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恐怕是误解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大本大源的含义，不恰当地估计了青年毛泽

东的思想高度。 在毛泽东所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关于“一治即有一乱”的看法，

明白地说出了历史循环论的传统思想。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这种循环论的观点看待

历史进程的。毛泽东在1915年9月致友人的信中提出了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代表那个朝

代的“巨夫伟人”，其他不过是其附属品的看法，表现了他的英雄史观。 不难看出，青年毛泽

东的历史观是陈旧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内容 1920年以后，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毛泽东历史认识的基本观念。毛泽东的历史观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他对历史发

展前进方向的坚定信念。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

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坚信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共产主义，体现了他的明

确的历史观念。 歌颂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把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加以否定。他说：

“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

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 正

是因为有了这种发展的历史观，毛泽东相信：阶级、国家、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一定

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这些东西都是要消亡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它

的消亡，共产党人是要为将来消灭这些东西创造条件。正是从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

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这个

理论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扫清障碍，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创造前提，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1944年在延安，毛

泽东就强调指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把是否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看做是

老百姓拥护不拥护的政治问题。他还与秦邦宪通信，讨论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毛

泽东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

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从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

观点出发，毛泽东明确认识到：我们现在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这是暂时的现象，我们长远的根

据地是在城市，是在工业化，是在现代化。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还预言：“将来还要有

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

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这是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十分准确的设计

和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科学的预测。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历史验证了这些预言的

正确性。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支撑点 支持毛泽东历史观的两个最基本的观点是阶级斗争史观和

人民史观。 毛泽东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在1941年说过：“记得

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见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

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

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从此以后，他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分析社会现象，看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一系列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现象，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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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制定一系列推进中国革命的重大原则和方略。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时候，他写下了如下的

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哲学基础基于他的矛盾论学说。在阶级社会，阶级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阶级对抗、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上的主要的剥

削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学说，这是阶级斗争史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由于国际国内、主观客观等各方面的原

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估计不够客观，由此产生的战略、策略措置失当，形成了

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它基于矛盾论学说，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

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实践上为整个社会主义

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了指南。 关于人民史观，还很少有人提出这个概念。这里提出

人民史观，是从毛泽东的历史观的角度提出问题的。阶级斗争和人民两个词汇，是毛泽东语言中

运用最为广泛的词汇。共产党的纲领、主义、政策、奋斗，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为人民所

拥护，始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游行群众“毛主席万岁”的呼声，

他总是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应对。这不是谦虚，不是虚应故事，而是他的历史观的

真实表现。 毛泽东通过一生的革命实践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毛泽东的历史观的根本着眼点。 一切从人民出发的人民史

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深远的。党的十六大通过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人民史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它与

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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