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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科学诠释“人民”这一历史范畴，极大地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内涵；明确提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命题，创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

史创造的主体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提出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最高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坚持

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论；确立党的群众路线，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群众路线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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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光辉一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把

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以

贯之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

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１］纵观毛泽东的伟大一生，其人民主体思想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

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创立，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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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和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

１　科学诠释“人民”这一历史范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内涵
对于人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科学而明确的论述。１８４７年，为了批判反动报刊宣扬

的基督教的、封建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其撰写的《〈莱茵报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指

出：“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２］２２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将

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时谈到，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多

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３］２３９１９０５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的两种策
略》中，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

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４］６３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是一个

历史的政治范畴，历史的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的广大劳动人民。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根据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情

况，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首先认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在毛泽东看来，分清人民和敌人，是正确处理表现在人与人关系上的社会矛盾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对此

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论证了人民这个概念是个历史范畴。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

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

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

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

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５］２０５这是毛泽东对“人民”范畴赋予的思想特征。显然，毛泽东

在理解人民概念时，把它理解为现实的、具体的和历史的一定的集合体。

根据毛泽东对“人民”这一历史范畴的科学而全面系统的界定，从质的规定性来看，人民包括一切

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其中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群众始终是

人民群众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力军。从量的规定性看，人民群众始终是占社会人口的绝

大多数。诚如列宁所指出，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界定。毛泽东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划分标准，为寻找建设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参照标准，

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内涵的坚持和发展。

２　明确提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命题，创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
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的基本原理

在唯物史观产生以前，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唯心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

上历史唯心主义表现为英雄史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的主要缺陷时说：“第一，以往

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

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

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

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６］４２５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发现

了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受内在的

一般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一次明确地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历史观中

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物

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物质根源。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

全部历史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全部历史由低级到

高级的发展，所以，人们的社会历史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什么事

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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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不是历史，正是人，即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离开现实存在的人的活动，也

就无所谓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７］２９５而人民群众则是一切生产力中

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显然，社会发展史首

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的基本原理，并创造性运用这

一原理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给予科学地评价。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用明
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８］１０３１的科学命题。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明白：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８］７９０这是

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是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总结。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表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依靠人民群众的积

极参与和推动下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实现社会

变革的主体和决定力量。毛泽东坚持并认真贯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实践中。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思想最早在他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所撰
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体现。他在文中写道：“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

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９］６２５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人类要生存，最根本的就是要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解决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人们首先必

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

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

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

相反。”［１０］７７６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曾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

命阶级本身。列宁也主张“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１１］８２１。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历史

唯物主义的这一思想。１９４８年，他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文中就这一
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科学诠释，指出：“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

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

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

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

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为着通俗起

见，所有关系在本文件中称为占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１２］１６０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
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

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１２］１６０－１６１这是对历史唯物主

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原理。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劳动实践出发，研究人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以此

揭示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不但创造出人的世界，而且使自然界也具有了

人的意义，即文化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１３］９６“有意识的生

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

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

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

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

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１３］９６－９７“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

然界。”［１３］９７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科学文化知识，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立足于唯物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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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毛泽东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

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

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

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

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８］８６０这是由文化的实践特性所决定，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对象化的产物，是通过

人们的实践活动加以呈现的。一切科学理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艺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广大人

民群众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所创造的。他特别强调：“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

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

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１４］２２７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和决定力量的原理。一切

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人民群众的物质

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变革推动

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在１７世纪的英国和１８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
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１５］３２５

毛泽东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变革社会的革命，都是依靠人民群

众的力量进行并获得成功的。他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力量时指出，革命的主体是中国老百姓，

而在这许多人中间，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骨干。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阶级

斗争史。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
除这种压迫。”［１２］１６９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

的社会。”［１６］３５６提出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许多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毛泽东所提倡的大联合策略明确地肯定人民群众在民众大联合中的伟大作用，是大联合的主要力量，应

该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抗日战争时期，他告诫全党：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充分肯定农民的伟大作用，并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革

命行动：“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在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

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

的举动好得很！”［１７］１６

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

民。”［１８］１１９５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１９］１３０４解放战争时期，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

武器”［１８］１１９５的著名论断。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

能争取的人。在毛泽东看来，解放战争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敌人。国民党

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他在总结经验时谈到，“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

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１９］１３０６同时一再告诫全党，不要脱离人民群

众，并把党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关

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３　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最高价值主体和评价
主体，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价值属于关系范畴，即以人为主体用以表示事物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从

本质上，价值“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对象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需要和给予的关系”［２０］４１３。价值

关系指主客体之间的需求和满足的关系，价值关系的主体是人，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在人类社会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主体是人（主要指人民群众），客体是社会。人从社会历史发展中获得满足生活需

要的资料、“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

引起新的需要”［３］７９的条件，这就是人和社会之间建立的价值关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不仅

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活动的评价主体，还是价值成果的共享主体。毛泽东在长期中国革命和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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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论。

首先，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价值的主体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是自觉地能动地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

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相互作用的确立者和推动者，是追求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依据历

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价值创造的主体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诠释。他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的

主体。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

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

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２１］４５７

其次，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价值活动的评价主体的原理。马克思说

过，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原则是内在于人类实践的重大基本原则。离开

了主体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就没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基于对历史唯物主

义的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毛泽东始终强调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的、最根本的

价值目标，坚持以人民群众的评价来判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价值，自觉地把人民群众放在价值评价主体

的位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价值取向和党的宗旨。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明确把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出发点，充分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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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６建国后，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

中再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

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５］２８５毛泽东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视为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强调要始

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以此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本依据，充分体现了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的价值观思想。

再次，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价值成果的共享主体的基本原理。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

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

干涉。”［２２］１５５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占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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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出发点。他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

质福利。”［２３］５６３强调“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２３］５６３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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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６４－８６５因为群众是最实际的。惟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需要，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

４　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群众路线的内在联系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充分肯定人

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

文中写道：“只有探讨反映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２］２０５认识论

和群众观点相结合的思想在这里有了初步呈现。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的

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２４］６５１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述群众观点，但他

们只是仅仅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并没有从认识论的高度来诠释群众路线。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１９４３年，他在《关于领导方法
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生动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以及实施的全过程，科学地揭

示了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内在关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体体现在：

一是任何领导的正确意见都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

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需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

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

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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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

别相结合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二是认识的辩证过程和群众路线相一致。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认为，正确的理论付诸于行动必

须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

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认识的全过程。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就是从实践

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毛泽东把这一原理成功地运用到党的具体工作，形成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标准的主体。离开人民群众谈不上实践，更谈不上检验实践的标

准。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

有机统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由上观之，深入研究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揭

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

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实现中国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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