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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吸取和发挥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经统治阶级的提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对中国

的历史文化发生了积极的、深刻的、久远的影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伟大的贡献。随着中

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孔子之道逐渐不适合现代社会，成为社会现代化的思想障碍。陈独秀领

导的新文化运动是顺应历史需要而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终结。20世纪初，

西方的各种新思想大量输入，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艰难曲折的经历中，经过比较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为救国救民的思想

武器。 

  毛泽东，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优秀代表，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起，就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

用，生根、开化和结果，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相结

合。 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重大挫折。鉴于血的

教训，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而且还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

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历史遗产。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要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

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毛泽东从孔子及其儒家中继承和吸取哪些内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  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他一生志在救世济民，变“无道”为“有道”。他不尊鬼神，

“未知生，焉知死”，重现世，重社稷的安危，重人生。他的哲学是政治哲学、伦理哲学。他思想的中心是人、人道

和人生。孔子为中国思想文化开了一个好的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

也不尊崇宗教，更没有把某一宗教尊为国教。在治学上，孔子周游列国，注重调查研究，不耻下问，向社会学习。他

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反对弄虚作假。孔子倡导的经世致用、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

尔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到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指称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章太炎说：“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涂。”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勤奋学习，

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他反对“空虚的思想”，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主张到实际中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他在同教条主义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号召干部向群众学

习，注重调查研究，学习孔子的“不耻下问”和“每事问”的精神；在认识问题时要反对主观主义，客观地看问题，

即做到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说：“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

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他用实事求是来反对主观主义，并对实事

求是作了唯物而辩证的解释，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题写“实事求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经毛泽东的提

倡，“实事求是”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在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过去

我们搞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二）  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有五千余年。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维系中华民族

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什么？笔者以为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可溯源到孔子。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其基本精神是对人的重视。仁体现了当时时代精神，是孔子思想中新的、积极的内



容。如何行仁？孔子认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他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

语•述而》）他强调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强调个人的独立意志，提倡独立、刚毅、强矫人格。他说：“三军可以夺

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流，强哉

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中庸》）他自信、自强，“不怨天，不尤人”（《论语• •宪问》）。他又说：“内

省不疚，夫何忧何俱。”（《论语•颜渊》）孔子本人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颠沛流离，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奋斗不已。《易经•乾卦》说：“君子终日乾乾”。《周易》进一步提出：“天运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乾卦•象》）。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披荆斩棘，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近代以降，

民族危机日深，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并形成了系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

的危机。以毛泽东为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承担挽救民族危机的大任。毛泽东指出：“我们

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

力。”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的气概、决心和能力，正是尔后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思想根

基。他在抗大讲哲学讲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时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

也，而后谗入之’，这是苏东坡的名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也是孔夫子的实话。一个人少年充实，他就

不易感受风寒。……全在自强，怨天忧人，都没有用。人定胜天，困难可以克服，外界的条件可以改变，这就是我们

的哲学。” 毛泽东的这些话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做了哲学阐释，而且还联系到孔夫子、苏东坡。在抗日战争

时期，他还说过：“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

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出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 在

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深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不迷信，不盲从，反对教条主义，

独立自主地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抵制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上的某些错误主

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志取得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不信邪，不怕压。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顶住了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

巨大压力，在较短时间里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研制了原子弹和氢弹，

发射了远程火箭和人造卫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

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苏联共产党长期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方针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反列宁主

义的民族主义方针。可以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并非直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

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 

  （三）  德治思想和人生修养论 

  孔子生活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一生志在救世。如何救世，恢复周礼？他主张“克

己复礼”，靠道德救世。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

语•为政》）“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同上）他认为，对礼的遵守，主要靠人的道德，人的自

觉，“人而不仁如礼何”。他希望通过道德教化，使人自觉地遵守礼，做到“有耻且格”。依据德治的思想，孔子注

重人生修养，强调“克己”、“内省”、“行己有耻”、言行一致。孔子特别重视执政者的以身作则。他说：“政

者，正也。子帅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

路》）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

上》）身正则在修身。《大学》系统发挥了孔孟的思想，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伦理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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