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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几点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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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

必然性、途径和条件,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人如何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等论述。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

既是思想体系又是社会制度,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正确处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同现阶段

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关系,要实现党的远大目标必须为现阶段的纲领而奋斗,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等论

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党的最高奋斗纲领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最终奋斗目标。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共产

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1〕他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阶段,相应地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最高

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他还指出,所谓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

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作过一些粗略的大概的设想,毛泽东根据这些设

想也作过一些论述,比较集中的是1958年8月的一段话:“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

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

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

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2〕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很

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作出科学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未来

的社会有哪些具体的特征,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

包括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正确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未来的实践去检验,如同任何科学假说需要实验来证明

或修改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最基本的观点,我认为主要是: 

    

    第一,共产主义社会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把社

会主义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毛泽东又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指出,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

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

还提出,要走向共产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不经过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都有过

重要的论述,马克思讲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列宁讲到,社会生产的产品可以满

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毛泽东讲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他们讲共产主义社会工农

差别、城乡差别和阶级差别将消失,实行按需分配等,都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的。如果在生产力低

下的情况下搞“共产主义”,那就是刮“共产风”,只能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 

    

    第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思想道德、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社会。列宁说:“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



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4〕毛泽东说,到了共产

主义时代,全体人民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提高。他们讲

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等,是以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为必要条件之一的。全体社会成员没有高尚

的思想道德,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 

    

    第四,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成员科学文化素质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地全面发展的社会。

毛泽东把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到那个时代,人们都具有极高的科

学文化素质。这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可消失,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有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

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都有论述,其中谈到,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

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5〕。“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

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6〕“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

件。”〔7〕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有

利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人越全面发

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而社会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到共产

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将达到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第五,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正如恩格

斯所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

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人们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并根据新的实践

得出新的结论。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反复说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他说,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一定会有很多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会提出新的目标。这个阶段到那个

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

巩固”下去吗?不会固定不变的,也还是要发展的。这些都说明,社会形态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使到

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会有许多发展阶段,也是要不断前进的。 

    

    第六,共产党人要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列宁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

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

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9〕这说明我们的理想是建

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对共产党人必须坚定理想

信念有许多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6年1月,他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

议案》时,针对有人说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自己的身分,严正指出,共产党人如

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1938年2月,针对有些人说

共产党员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就等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严厉地驳斥说:这是

“拨弄是非者的谣言”。我们宣布愿与国民党同志们一起去为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三民主义

的事业而奋斗,“绝不会放弃我们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此后,他反复讲:

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10〕。建国后,他提

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

达到。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走向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尽管共产主义社会是遥远的未来,但决不能因此而怀疑它终究要实现的必

然性。 

    

    二、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但不要把它同现行的方针政策相混淆,不要把对共产党员的要

求同对广大群众的要求相混淆 

    

    毛泽东一贯提倡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但同时特别强调必须把它同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和方

针政策相区别。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说:“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

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

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11〕“必须将共产主义



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

目标”,“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加以区别”。〔12〕他还指出,混淆上述界限,无疑是很不适当的。这就是说,对共产主义理论我们应当

学习和掌握,但决不是要求我们现阶段的纲领和方针政策都符合共产主义的原则。我们现行的纲领和方

针政策,从整体和长远来讲,是符合走向共产主义的大方向,有利于实现党的远大目标的,但决不能把它同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混淆起来,否则必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 

    

    毛泽东讲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但建国后更多地是讲要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

义思想教育;虽然他讲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对象是比较广泛的,但绝对不是在现阶段要求全体社会成

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主要是要求他们发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确处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

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对共产党员则一贯地要

求他们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身体力行共产主义的党性和道德。毛泽东对共产党员关于共产主义的党

性和道德有哪些要求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其次,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对

这一理论论述很多,我认为应着重掌握下列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先进思想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

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信奉科学,不相信神学;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人类历史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

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好坏,归根到底,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是束缚生产力,还

是解放生产力;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们一定要用辩证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察世界,指导实践。 

    

    第三,立足于党的立场,即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毛泽东指出:“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13〕必须站在

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他特别强调共产

党人要分清敌我,绝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对待人民。 

    

    第四,要用共产主义的品德要求自己。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主要的是:1.忠于党忠于人民,个

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提出,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以革命利益为第

一生命,一切为了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大公无私、脚踏实地地为党为民族为人民而工作。2.坚持原则,

顾全大局。他提出,对重大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当错误的东西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要敢于反潮流。对

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要保持距离,并要与其作斗争,共产主义者不能把自己降到无原则的地位。他还强

调共产党员必须顾全大局,局部服从全局,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

点。3.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

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14〕要独立思考,对问题必须多思多想。所以他提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放下包袱,就是要解除各种

精神负担,轻装前进;开动机器,就是善于使用思维器官,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4.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做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

他人第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视群众如父母,做人民大众的“牛”;完全彻底地为

人民利益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5.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要求共产党人发扬斗

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提倡一辈子做好事,一生有益于人民,永久奋斗,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的节操。

他讲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虽死犹荣。在为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中,要立志改革,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要有压

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气概;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第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党的事业中要发挥高度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就

是表现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他要求党员成为好学上进,远见卓识,实事求是,维护团结统一的模范;



在军队中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做好政治工作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坚决勇敢、刻

苦耐劳、急公好义、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统一战线中成为正确处理各

方面关系的模范;在生产建设中同样要成为群众的模范。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条

件之一,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一项重要表现。在进行党的各项工作中和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每个党

员都要站在时代前列,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不断前进。 

    

    三、共产党人要实现党的远大目标,必须努力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纲领而奋斗 

    

    党的纲领是方向,是旗帜。共产党人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统一,

胸怀远大目标和切实做好当前工作的统一。我们党既有最高纲领,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

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那个历史阶段全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讲的最高纲领,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就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时期,他提出的共产党、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纲领,也就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纲领。他在深刻阐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

必然趋势)的基础上,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统一的基本思想。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将来

纲领或最高纲领,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即

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稍

许表现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

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实现将来的远大理

想。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并说: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

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

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怎样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纲

领而奋斗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根据胡锦涛同志关于牢记“两个务必”和其他一些指示精神,我认

为在新时期强调坚持和发扬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和“四个有所”的精神,是很必要的。 

    

    1949年3月,我们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当时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

内执政的党,针对革命胜利后的形势、任务和党内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因为

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

绪,可能生长。”“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一贯提倡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即提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

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15〕。力戒骄傲是保持团结的重要条件,有无谦逊态度是衡量干部的一条标

准。革命胜利后,党所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他指

出: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

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

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他提倡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和群众同

甘共苦,共同奋斗,把我国建成富强的国家。他还指出,中国富起来以后仍要执行勤俭的原则,永远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风。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必须反腐倡廉。毛泽东很重视反腐蚀的斗争。1949年3月,他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经不起人

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951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他

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1955年11月,他指出,反腐蚀将是长期的斗

争。他对厉行廉洁政治,反对贪污和浪费,依法严惩腐败行为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其中谈到,贪污和浪费是

极大的犯罪;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而不应有

丝毫的留恋或同情;等等。只有坚持拒腐防变,才能使党更好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纯洁性和先进

性。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加写的文字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

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

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在此



次加写的文字中,还提到“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

国”。这是他当时提出不断总结经验,做到“四个有所”的重要目的。“四个有所”的核心就是创新和

发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他要求我们在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方面,也就是在实

践中和理论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直提倡创新和发展。他提出,党组织要有

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要相信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发挥他们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员要有

创造性,要有革命的标新立异精神;我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要打破常

规,采用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重要的是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新事

物,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本人就是勇于创新,竭力推进革命和建

设事业发展的典范,我们应学习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巨大创新精神。总之,牢记“两个务

必”、坚持“四个有所”,对于我们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纲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张积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5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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