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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诞辰 l ro 周年 ]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刘 兰 英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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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文化学的视野分析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渗透和影响

,

并论述毛泽东极力走出传统文化的

束缚
,

而对传统文化扬弃
、

改造 以及创新 实践的成功与失误
,

从而剖析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复杂的
、

内

在的精神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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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
,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

革命家
、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是千丝万缕
、

难以割断的
。

在传统文化熏

陶之下
,

传统文化中的诸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积

淀于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

并在其思想和实

践中表现出来
。

众所周知
,

毛泽东是彻底的反传统

者
,

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超越传统文化
,

走出传统的

藩篱
,

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

但这种超越实在不是

一个人
,

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

这应该是一个

历史的过程
。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深刻地了解
,

深

切地热爱
,

注定了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之间有一种内

在的精神依托的关系
,

这也注定了毛泽东在超越传

统文化过程中
,

必然要有痛苦和坎坷
,

超越是毛泽东

的主观努力
,

但一定程度的回归的倾向则是客观的

甚至是不 自觉的
。

一
、

毛泽东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 )毛泽东的成长历程

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代受过传统国学系统熏陶

的知识分子
,

从《三字经》到
“
四书五经

” ,

青少年时

代
,

毛泽东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走过了一条相当正

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历程
。

自 190 2 年至 1909 年
,

毛泽东在韶山 6 处私塾

先后上了 6 年学
,

所读的书主要是儒家的经典
,

接受

的基本上都是旧学的传统教育
。

由此可知
,

在 24 岁知道马克思之前
,

毛泽东已

经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氛围中
,

初步形成

了一种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的文化心理
,

从而

为他毕生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
。

相比

于一般的思想观念
,

主体内在的文化心态对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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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

更具有根深蒂固的深刻性和持

久性
。

直到晚年
,

毛泽东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

范围
。

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 85 0 册
,

从头到尾都有批注
、

圈点和勾画
,

重要章节不仅自己

读
,

还批着
“

送刘
、

周
、

邓
、

彭一阅
” ,

送
“

陈毅同志一

阅
” 。

在他的房间里
,

满柜满架甚至满床都是线装

古书
。

对传统文化如此了解
,

如此热爱
,

又长期浸润

其间
,

思想不受其影响是不可思议的
。

(二 )湖湘文化的熏陶

所谓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并对湖南乃至全

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
。

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

种集我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文化
,

这在王夫之
、

魏

源
、

曾国藩
、

杨昌济等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

毛泽

东自 19 H 年春 到 19 18 年夏
,

在长沙求学 7 年
。

19 18 年 6 月
,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
,

又曾

与蔡和森
、

张昆弟等同窗好友一道
,

多次住进岳麓书

院的半学斋
,

体验书院式的生活
,

在这些代表人物影

响下
,

从湖湘文化人门
,

毛泽东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

所有重要学派的文化和思想
,

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文

化启蒙思想
,

而这些文化和思想又给 日后毛泽东思

想的形成打下 了深厚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烙印
。

(三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间接吸收— 良师益

友的影响

通过相当正规的传统的旧学教育
,

毛泽东熟读

了四书五经
,

有了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

通过大

量阅读史书及杂书
,

毛泽东则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传

统文化
,

而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更深刻地了解
、

理

解
、

领会则得益于其 良师益友的熏陶
,

其中最主要
,

给予毛泽东思想和人格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其恩师和

岳父杨昌济
。

毛泽东不仅从杨昌济那里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

华
,

而且由于杨昌济一生极力推崇王船山
、

顾炎武
、

谭嗣同和曾国藩
,

而这些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的思

想通过杨昌济又深深地积淀于毛泽东的思想之中
,

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

除此

之外
,

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康有为
、

梁启超
、

孙中

山
、

李大钊等人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人格也有广泛

影响
。

二
、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一 )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
“

内圣外王
”

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

思想理念
。 “

内圣
”

即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
,

对人

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与把握 ; “

外王
”

即是把主体修

养所得推之于社会
,

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
,

达到与社

会风同道一
。

儒家的
“

三纲八 目
”

是内圣外王 的展

开和具体化
,

而
“

格物
、

致知
、

正 心
、

诚意
、

修身
、

齐

家
、

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
,

由此形成

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
,

其精神实质是高度推崇

道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
,

以及社会王道

秩序的维系的决定性意义
。

1
.

毛泽东的内圣之道

离开韶山冲后
,

毛泽东便积极思考和探讨儒家
“

内圣外王
”

之道
,

在老师杨昌济学识与人格的启迪

和影响下
,

毛泽东 自然地承继了一整套典型的
“

内

圣外王
”

的思维模式
,

对
“

内圣
”

之功的追求
,

贯穿于

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历程
。

首先
,

和杨昌济一样
,

毛泽东把
“

内圣
”

和
“

外

王
”

的统一
,

学间和事功 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

现
。

在涉及
“

内圣
”

和
“

外王
”

的关系时
,

毛泽东则十

分重视前者的前导和决定作用
,

从而开始 自觉地把

自我道德人格之完善
,

视为实践 自己远大抱负的必

由之路
。

其次
,

青年毛泽东认为
, “

内圣
”

的完成
,

在

于宇宙的
“

大本大源
” ,

即
“

宇宙真理
” ,

这是古往今

来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
,

也是能

否成就
“

外王
”

之业的前提和关键
。

第三
,

毛泽东注

重内圣功夫
,

不仅是一种学理的思考
,

更是一种现实

的人生实践
,

毛泽东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真诚而

刻意地厉行圣贤之道
,

而且已达相当自觉的程度
。

2
.

“

内圣外王
”

的伟大实践

五四以后
,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上
,

毛泽

东放弃了
“

唯我论
”

的哲学观念
,

以及单纯依靠个体

主观上的道德内省功夫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

径
,

重新以
“

小我
”

服务于民族国家的
“

大我
”

为价值

坐标
,

建构起一种崭新的
“

内圣之学
” ,

提出了一个
“

精神之个人主义
”

的命题
,

此学说突出地强调 了社

会个体必须积极地投身于现实的社会斗争实践
,

并

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改造 自己
,

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

灵魂
,

最终把 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无私
、

忘我的
“

纯粹

的人
” ,

即一个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

毫不利己
,

专门利人
”

的社会主义新人
。

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
, “

内圣
”

不仅是个人安身

立命之本
,

而且也是其
“

外王
”

事功的根本所在
。

非

内圣者无术以救天下
,

救天下者非内圣功夫已臻完

美的圣人莫属
。

这种圣人
,

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范仲

淹
、

曾国藩一流的人物
。

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
,

青年

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从改造国民思想人手来改造

社会
,

由此毛泽东对思想革命威力的信仰几达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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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
。

到晚年
,

毛泽东最为担忧的不是经济不能

腾飞
,

而是人的思想变修
,

是
“

卫星上天
,

红旗落地
”

的可能性
。

从而
,

重塑中国人的思想灵魂
,

试图从思

想文化
,

从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中找到一条超越资

本主义世界
,

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就成为毛泽东的

伟大实践
,

其目的是要达到
“

六亿神州尽舜尧
”

的理

想社会
。

因此
,

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

是一

场空前绝后的
“

内圣而外王
” ,

由
“

动天下心而动天

下
”

的社会大试验
。

而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必然是

德治或人治
,

必然是尽废
“

政治法律宗教礼仪
” ,

必

然是夸大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
。

需要指出的是晚年毛泽东一再强调的
“

思想革

命
” 、 “

文化革命
” ,

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学概念
,

毋宁

说是一个伦理学概念
。

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实践弥漫

着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
,

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
,

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不自觉的影响
。

儒家
“

内圣外王
”

思想模式的最高人格理想是

德业俱全
, “

功
、

德
、

言
”

三不朽的圣人
,

而毛泽东以

自己的人生实践
,

塑造了一种典型的内圣而外王
、

传

教兼办事的人格
,

毛泽东晚年曾说过
,

他要做
“

马克

思加秦始皇
” ,

正好说明了毛泽东对儒家圣贤人格

的终生追求
。

(二 )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与 民本主义的价

值立场

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
,

它是儒

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之一
。

青年毛泽东曾相当真诚

地信奉过儒家传统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
。

得民心者

得天下的信念
,

几乎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

它相当深

刻地体现出
“

天人合一
” ,

天道人道同是一道的精神

传统
。

毛泽东 日后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
,

与这种传

统的民本王道观念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
。

五四时

期
,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由传统民本主义向近代

意义的民主主义转换
。

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
,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在很

多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

也更具有了系统性和实

践性
。

其一
,

政治理论与历史哲学的高度统一
。

同
“

人民就是上帝
”

的政治信念相一致
,

毛泽东在社会

历史观上也牢固地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

位
。

其二
,

政治主体与权力本源的统一
。

建国后
,

毛

泽东已不再是一般性地肯定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地

位
,

而且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群众是一切权力的源泉
。

其三
,

在政治价值观和道德观上
,

毛泽东形成并反复

强调以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为核心 的全新的价

值观
。

毛泽东不仅长期致力于建构一种彻底的系统的

民主政治理论
,

而且执著于实践其主权在民的政治

理念
。

虽然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几经变化
,

但无

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能割断同传统民本思

想的精神联系
,

尤其在晚年
,

毛泽东由于对官僚制管

理体制的不满
,

从而引发对政治制度化的一种不信

任感
,

因此
,

不知不觉中
,

毛泽东又按照民本主义的

运作思路
,

为民做主
,

扮演起
“

平民天子
”

的角色
。

另一方面
,

建国后毛泽东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

基本上

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
,

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
“

主

权在民
” 、 “

人民是上帝
”

之类的抽象性原则上
,

而忽

视了民主的制度化
、

法律化建设
,

这与传统民本思想

仅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
,

一种道德精神有惊人相通

之处
,

文化上的承继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

(三 )实践理性— 务实作风

1
.

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本质的规定之

一
,

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世
、

重实践
、

重事实
、

重功效

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
,

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思想主

体不是执迷于抽象的理论思辩
,

而是执著于人间世

道的实用探求
,

执著于现实的社会实践
,

要求将一切

社会事物放置到现实实践的天平上
,

以实用理性为

圭桌进行价值评判和褒贬取舍
。

其理论形态呈现于

儒
、

道
、

法
、

墨诸学之中
,

而孔子
、

孟子
、

荀子都是力行

主义者
。

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继承了重行
、

力

行的儒学传统
,

在反对道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中
,

形成

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潮
。

实学风潮在湖南则突出地表

现为
“

湘学士风
” 。

在湘学士风的熏陶下
,

在具有实

学遗风的杨昌济和徐特立的影响下
,

深得颜习斋学

问之精髓
,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
,

从青少年时代起
,

思

想性格就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现实性
、

实践性
、

功利性

的务实作风
,

实践理性精神构成其毕生思想性格的

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

2
.

毛泽东的务实之风

脚踏实地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反对从既有的理论

教条和经验框框以及人的主观意愿出发
,

这是毛泽

东之所以比同时代人更能深人地了解中国社会
,

并

在中国革命处于困境之际
,

独辟蹊径
,

成功地开拓出

一条中国式革命道路的重要个性依据
,

也是毛泽东

创造其毕生成功业绩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
。

尽管毛泽东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憧憬的

思想家
,

但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

他都表现出浓

郁的实践理性精神
,

以务实的态度来制定和选择现

实斗争的策略
。

从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到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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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
”

为灵魂的思想体系的确立
,

从《反对本本主

义》到《改造我们的学习》
,

从
“

战略上藐视敌人
”

到
“

战术上重视敌人
” ,

现实性成了毛泽东实现其远大

的理想抱负的理性支撑
。

毛泽东一生都偏好哲学
,

好探讨宇宙
、

社会
、

人

生的
“

大本大源
” ,

但他却从未沉溺于纯理论的抽象

思辩
,

而是特别看重实践
,

他所热衷的理论是能直接

服务于现实斗争实践的理论
。

正因为如此
,

毛泽东

实践过
“

工读互助
”

的理想
,

也正因为如此
,

在当时

流行的众多主义
、

思潮 中
,

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
。

在《实践论》中
,

毛泽东提出
: “

马克思主义看重

理论
,

正是
,

也仅仅是
,

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

如果有

了正确的理论
,

只是把它空谈一阵
,

束之高阁
,

并无

实行
,

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 ”
川从这

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中
,

之所以把
“

实践
”

提到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之第一的位置上
,

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
“

实践的唯物主义
”

的思想

性格
,

而且也深刻地反映出其哲学思想中所具有的

传统实践理性精神的文化背景
。

现实性
、

实践性的思想性格
,

很 自然地派生出实

用性
、

功利性的价值取向
。

一个政治家以功利的眼

光来看待一切
,

这本身可以理解
。

但如果将这种功

利主义推向极端
,

就可能导致思想扭曲
。

(四 )农家文化

农家文化的长期熏陶
,

以及由此建立的与农家

文化的紧密联系
,

是塑造毛泽东文化性格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文化背景之一
。

农家生活环境潜移默化的

作用以及思想情感上同农民的息息相通
,

水乳交融
,

不仅给毛泽东毕生的思想性格打上了鲜明的农家烙

印
,

而且使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度里从事

革命实践显得比别人更为得心应手
,

也更为成功
。

1
.

农家环境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偏僻山村的普

通农民家庭
,

16 岁之前
,

毛泽东接触到的唯一的生

活环境就是农家生活
,

而无处不在的农家文化则给

他整个的文化心态
、

以及外在气质打上难以磨灭的

烙印
。

2
.

价值情感

农家文化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

最主要的与其

说是外在气质和生活习性
,

毋宁说是内在的思想性

格
。

农家文化深刻地积淀在毛泽东的价值理想
、

思

维模式
、

实践性格等各个层面
,

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文

化精神背景之一
。

这对毛泽东整个文化心态的塑造

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

也使毛泽东改造中国

的实践打上了农家文化深深的烙印
。

早在少年时代
,

毛泽东在读 《水浒》之类的小说

故事时
,

发现故事里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种地的农

民
,

并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时
,

毛泽东已将自己的

价值情感倾注于农民身上
。

而毛泽东一生的最大成

功
,

就在于他对占中国人 口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心

理具有非常细致人微的洞察了解
,

并在此基础上对

他们最迫切的愿望作了集中的表达
。

毛泽东对农民

是中国革命的主体
,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的突出强调不仅是理论上的理性认识
,

而且出于价

值情感上的共鸣
。

理性认识和价值情感的相互交

融
,

使毛泽东成了农民历史地位
、

社会作用以及政治

权利最忠实的辩护人
。

也正因为如此
,

出身农家的

毛泽东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
。

但作

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毫无疑问必须

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全面改造农民的小生产者意

识
。

情感上对农家文化深深的依恋
,

政治立场上对

农民的同情和肯定
,

往往使他淡忘了农民文化的历

史局限性
,

因而要真正完成对农民文化的超越和扬

弃
,

对毛泽东而言是非常困难的
。

3
.

两难抉择

近代社会文化剧烈冲突中
,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

义的冲突给近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困扰
。

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

他在文化上的选择

也必然是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

必然是对农村的重

视
,

对于农家文化的偏爱
。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

毛泽东就曾热情地赞

扬了乡村生活的优越性
,

并从新村建设人手
,

勾画了

一个庞大的乌托邦蓝图
,

著名的《学生之工作》一文

就是其新村计划书的一章
。

接受马克思 主义以后
,

由于各种原因
,

毛泽东并未从思想上彻底深刻地清

算这种思想
,

因而这种思想仍忽隐忽现于毛泽东以

后的社会实践之中
。

如将农民的政治要求神圣化
,

将农民的道德人格高尚化
,

将农民的智慧理想化

(
“

农民的眼睛
,

全然没有错
”

)等
。

建国后
,

由于历史原因
,

中国再次进人封闭状

态
,

与这一社会状态相适应的农家文化
,

民粹主义也

就 自然抬头
,

并向社会各方面渗透
,

在社会实践中再

现
。

其具体表现为
:

( l) 毛泽东将 自己的注意力又 重新转向了农

村
,

并把农村作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及其种种弊

病
,

极力开创一个
“

跑步进人共产主义
”

的捷径的实

验场
。

( 2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

毛泽东变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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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不信任专家
、

技术以及现代教育的作用
,

转而期

望人民群众的道德热情成为促进经济飞跃的精神原

子弹
。

这种反智主义倾向早在五 四时期流行的
“

劳

工神圣
”

思潮中就已经出现
。

这种文化现象也决不

只是哪个人的思想误区问题
,

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普遍现象
。

( 3 )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
,

晚年毛泽东

在猛烈抨击知识分子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腐朽

性和知识分子无知性的同时
,

却一再颂扬农民老粗

世界观的纯洁性
,

以及知识与智慧的无比丰富性
,

并

以此作为其抵御西方民主主义文明侵蚀
,

防止中国

受到修正主义感染的最后思想武器
,

不仅各级干部

必须进
“

五
·

七
”

干校
,

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上山下

乡
,

甚至一度连工人阶级也下放劳动
,

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
。

( 4 )晚年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意识还流露出一种

反城市文明的倾向
。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历史巨人
,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远不止我们列举的那些方

面
,

而是更为丰富
、

更为深刻
。

毛泽东人格世界的每

一个侧面的精神特色
,

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精

神底蕴
。

反过来
,

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的思想

学说都可以在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中寻觅到它所留下

的思想痕迹
。

因此
,

就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和人格气

质而言
,

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对他的影响相比于西

方文化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

毛泽东的整个人

格世界
,

自始至终都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历史

传统之中
。

从价值理想
、

思维方式
、

审美情趣
、

生存

风格到人格信念
,

毛泽东身上始终保留着一条维系

其心灵世界与民族文化传统之联系的精神脐带
。

没

有毛泽东
,

我们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会是什么

样的一种局面 ;而离开中国传统文化
,

我们更是根本

无法想象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会诞生这样一位神奇

而独特的毛泽东
。

三
、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一 )否定与超越

毛泽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
。

在他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全部的正规

的
“

四书五经
”

式的儒家教育
,

而且吸收 了非主流
、

非正统的农家文化
、

墨家文化
,

甚至道家文化的精

华
,

从而奠定了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

而这种传统

文化功底又为毛泽东思想理论打下了深厚的民族传

统文化的精神根基
。

年轻时的毛泽东曾是孔子的崇拜者
。

到五四运

动时期
,

在严峻的救亡危机面前
,

毛泽东毫不动摇地

将目光转向了西方
,

希望从西方找到足以拯救民族

危机
,

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

大本大源
” 。

他以近

代西方自由
、

平等
、

博爱
,

以及个性至上
、

自我实现等

思想观念为价值背景
,

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腐朽内容

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

随后
,

在众多的西方理论和主

义之中
,

毛泽东顺应时代潮流
,

最终选定以马克思主

义为自己的终身信仰
,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 自己
“

改造中国与世界
”

崇高理想以及 自我安心立命的

精神依托
。

这一切就从根本上铸就了毛泽东毕生反

传统的文化性格
,

铸就了他矢志走出传统文化的樊

篱的心路历程
。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标志着否定和

超越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
。

否定是选择的前

提
,

不否定旧的传统文化
,

就不可能选择新的马克思

主义文化
。

(二 )批判和继承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方针
、

总态度是
:

“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
,

用马克思 主义 的方法给以

批判的总结
,

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 …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
,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
。 ”

他认为
“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
,

是有

重要的帮助的
。 ” “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

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 , 。 〔ZJ

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
,

散见于毛泽

东的许多文章之中
,

他在这方面论述很多
。

其基本

主张便是
:
批判继承

,

古为今用
。

由此可见
,

毛泽东在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体

性地位之后
,

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文化成为他的思

想权威
。

但是
,

他并没有
、

也不可能全部抛弃 自己过

去所接受的传统文化
。

从文化层面上讲
,

毛泽东一

生最大的成功
,

就在于他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面前

没有走向非此即彼的极端
,

而是卓有成效地实现了

中西文化的超越性融合
。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近代西

方文化的优秀成果
,

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一方面
,

他充分挖掘和利用中

国传统文化的成果
,

并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

言符号通俗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

将马

克思主义丰富
、

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地转化为中国

人民从事自己解放事业的思想武器
,

转化为中国人

民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信

仰
。

这种独特的解释模式
,

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洋文

化的隔膜心理
,

使马克思主义顺利地融化成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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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借助于毛泽东思想这

一中介
,

来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系列

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信仰系统
。

另一方面
,

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地
、

批

判性地总结了中国文化历史传统
,

并运用阶级分析

的方法
,

大力发掘和弘扬传统的非主流文化
,

在五四

新文化解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了中国的文化传

统
,

从而在理论形态上
,

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擅

变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

历史已经证明
,

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优秀思

想精华
,

为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

方面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
。

毛泽

东思想的文化渊源
,

既有马克思主义这条主线
,

又有

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
。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优秀部分进行革命的改造和批判地继承
,

这方面

的内容在毛泽东思想中是相当丰富的 ( 比如军事
、

哲学等 )
。

(三 )改造与创新

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

的一种运用
、

发展和创新
,

这自然没有错 ;但另一方

面
,

我们也可以说
,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

的运用和创新
,

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

和方法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
,

改造的过程就是创新

的过程
。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

就其社会属性

来说
,

既非资本主义的
,

又非社会主义的
。

在文化属

性上
,

也不好说是东方的
,

还是西方的
。

因为
,

作为

新民主主义文化灵魂的马克思主义
,

是西方文化也

即是资本主义文化孕育出来的
,

而作为马克思主义

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
,

则又是中国化的结果
。

所谓
“

中国化
” ,

也不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

归
。

而是一种跳出东西方案臼的文化独创
。

毛泽东

对此深以为骄傲
。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总是与先进文化建

设紧密相关的
,

其成果具体表现为
:

第一
,

在推进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的理论和实

践过程中
,

形成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 ;结合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
,

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进

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既是一个政治命题
,

也是

一个思想路线和哲学上的世界观的命题
。

当然
,

它

还是一个文化命题
,

正是在围绕这一命题的理论和

实践探索中
,

形成了中国先进分子 自己观察和解决

中国问题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制定出来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
,

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

价值

观
、

人生观和方法论
,

来整合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

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
,

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精

神面貌
,

并最终建构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 的思

想文化体系
。

第二
,

通过牢牢地树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

济和政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
,

改变了

中国传统
“

早已有之
”

的文化思维方式和
“

托古改

制
”

的文化变迁模式
。

第三
,

倡导并确立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品

格
,

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精神
。

第四
,

毛泽东一生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
,

否定

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关系
,

打破了精英文化和

大众文化
,

即拆除了雅与俗
、

上层与下层
,

尊与卑之

间的樊篱
。

(四 )局限与意义

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
,

创造新型文化
,

是毛泽东

文化思路的基本脉向
。

但作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
,

与农民在价值情感上具有强烈共鸣
,

而又

一心致力于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的政治家
、

革命家
,

要

真正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扬弃
,

无疑要比与资

本主义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联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困

难得多
。

这一局限使毛泽东的文化思路充满曲折
。

一个以超越传统为精神使命的文化先行者
,

最终受

缚于传统而不自觉
,

这正是毛泽东的文化悲剧所在
。

毛泽东提出了对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原则
,

并且在认识上始终没有退 回去过
。

但是
,

在对待
“

已有的
”

的文化形态上
,

他本人的选择和政策推行

之间却有着明显的落差
。

毛泽东一生都比较注重对

中国传统智慧的汲取和发挥
,

即使在倡导与传统
“

决裂
”

的晚年
,

他也孜孜不倦地阅读古籍
,

并在决

策中经常借用一些传统术语和概念进行思维和表

达
。

可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实践中
,

他倡导的更多的

却是批判多于利用
。

他过于担心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对中国施加不利影响
,

因此就试图在同传统文化的
“

决裂
”

中建立全新的
、

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

这

样做的结果
,

最终发展为
“

文化大革命
”

中的那种
“

横扫封
、

资
、

修
”

的
“

反文化
”

运动
。

许多人把毛泽东的文化价值取向定位在全盘反

传统上
。

的确
,

毛泽东不仅在言辞上而且在思想观

念上都有许多反传统的表现
,

在晚年
,

这种反传统意

识甚至是非常激烈的
。

但只要稍加分析
,

我们就可

以清楚地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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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人格凝聚
,

毛泽东的文化思路历

程乃是两大文化交融的漫长历程的缩影
,

它深刻地

昭示了一个民族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面前
,

在创造

性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的基础上
,

建构出一种

崭新的文化体系决不可能是一跳而就的
,

它需要经

历几代人的长期探索
。

毛泽东没有
,

也不可能结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

正如斯图尔特 ` 施拉姆

所说的
: “

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

在 2 0 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

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
,

要由单独一

个人来逾越是太艰巨了
。 ” 仁3习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内在的
、

深刻的
、

丰

富的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也是一贯

的
,

其中的冲突与矛盾
,

在某种意义上是近现代中国

曲折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心态变迁的缩影
,

是中西

方文化交融
、

冲突的必然产物
。

他不仅代表了一个

人
,

而且代表了一代人
,

甚至一个民族对待传统文化

的复杂情感和无奈选择
,

其贡献遗惠于今天
,

其失误

也警醒于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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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冠之以全盘反传统的称号
。

其一
,

晚年毛泽东诚

然掀起过一场反儒的思想政治运动
,

但他在批儒的

同时又崇法
,

并以秦始皇加马克思作为自己的人格

注脚
。

法家
、

秦始皇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其二
,

晚年毛泽东批儒时
,

同样流露出相当浓厚

的传统观念意识
,

他不仅神往于
“

兼相爱
” 、 “

交相

利
”

的墨家大同理想
,

而且津津乐道于张鲁式的所

谓
“

社会主义作风
” 。

其反传统的思想实质不过是

以传统反传统
,

即以墨反儒
,

以褒扬墨学思想以及社

会底层的反主流文化
,

贬低儒家正统思想来实现传

统的重建
,

完成对民族文化传统内部正统文化与反

正统文化在地位上的根本置换
,

建立起以墨家文化
、

“

老粗
”

文化
、

受压迫者文化为主流的与其理想的政

治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秩序
。

其三
,

严格地讲
,

即

便是对于儒家正统文化
,

晚年毛泽东的反传统也仅

仅停留在显意识层次
,

就潜意识层次的思想和文化

心态而言
,

那根深蒂固的
“

内圣外王
”

的思维模式
,

那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

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在

相当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
。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

在理性上
、

主观上
,

毛泽东是

反传统的
,

但在感情上
、

客观上
,

却不自觉地回归传

统
,

尤其在晚年
,

毛泽东的人格悲剧就在于传统文化

性格的日益凸显
、

膨胀
,

最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认识

与实践出现重大偏差
。

应当指出
,

正因为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乃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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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
”

的问题
,

本身就包含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党的探讨
,

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是社会主义的一个

基本性规定
,

直接关系到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问题的

解决 ;而回答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最根本的是要弄

清楚
“

怎样建设党
”

的问题
,

因为党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关键

性的影响
。

因此
,

前一问题的解决
,

归根结底取决于

后一问题解决
。

其次
, “

三个代表
”

重 要思想具有实践意义
。

“

三个代表
”

是中国共产党 80 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

结
。

实践证明
,

我党之所以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

命任务
,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

建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 ;之所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
,

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 ;之所以能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局面
,

关键在于这三个阶段我党能够比较

好的坚持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而我党之所以出现

发展道路上的曲折
,

就是偏离了
“

三个代表
”

要求
。

因此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是检验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的根本标准
,

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

总方向
,

为新世纪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提供了根本保证
。

参考文献
:

[ 6 ]

邓小平文选 (二卷 ) 【M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 94
.

邓小平文选 ( 三卷 ) 【M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 93
.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

件选编 [ z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7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 97 2

.

江泽民
.

论三个代表 [ M 」
.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

19 7 2
.

李永清
.

邓小平理论发展与研究【M」
.

北京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2。以〕
.

〔责任编辑 杨彬智 ]

飞..J, ..J一11
.L

, .且

2
八、à

ùJJwe--LLL
eses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