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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试论毛泽东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着力点①

申绪湘
（吉首大学 宣传部，湖南 吉首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毛泽东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从历史及相关文献记载的梳
理中看到这点。在对待外来侵略、主权尊严、艰难困苦、国民精神、未来前景、外交关系、振兴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以毛泽

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中国人民都体现出了独立、英勇、自信、坚韧、乐观、思辨的特征。毛泽东的这些特质对中国现当代社会

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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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实践中，不仅使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得

以不断发扬光大，而且还形成了其颇具时代特色的民族精

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　在外来入侵问题上，坚持主张引领
全民奋勇抗击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誓死保家卫国

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对此，伟人毛泽东很好地继承和发

扬了这一点。他始终认为，一切侵略战争都是反人民的非

正义之战，而反抗侵略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广泛号召、动员

各族人民，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与敌斗争。这才

是民族国家安危之时的唯一正确选择，才是最终取得反侵

略战争胜利的不二途径。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１］５１１。所以，只要能唤起本民族成员

同仇敌忾、勇抗外辱，一切貌似强大的侵略者都将最终

灭亡。

毛泽东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战时期，以

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国

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２］１６１，誓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同时他又带领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主张国共第二

次合作，以人民战争形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提出“争

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

的全民族的抗战。”他认为，“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

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１］５１４中国抗战胜利的历

史充分证明，毛泽东的这种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中国人民

浴血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中国近百年

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国之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充分

体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末期，他曾多次提到，为了保卫
年轻的共和国不受外来侵犯，我们除了要努力建设一支强

大的人民军队外，还必须大力加强民兵组织建设，以便战

时实行全民皆兵，构筑一道抵御外来入侵的钢铁长城，使

一切敢于来犯者陷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可

自拔。对此，他曾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

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３］３０根据这个指示，当年在

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全国普遍兴起了一股大办民

兵师的热潮。短短数月，全国共建民兵师５１７５个，民兵团
４４２０５个，民兵人数也由之前的４０００多万猛增到２．２亿
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３５％［３］３４，展现了一副“七亿人民

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画卷。

二　在主权尊严问题上，坚持主张骨头
要硬敢斗敢顶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求学时就对国家

领土、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十分关注。当他闻知袁世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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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日本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愤怒之极

地在《明耻篇》中写道：“５月７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４］１０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共和国的领袖，更是

特别珍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要求我们的党和国家要有

骨气、勇气，敢于同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与尊严的势力作斗

争。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有骨气，就是要在事关涉及国家

主权尊严的重大问题上，敢于顶住以大压小、持强凌弱的

大国高压。他认为“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只有有骨

气的国家才能做到“他越压，我们越要顶！”［５］２１７

在此方面毛泽东是当今时代的楷模，当年抵制前苏联

军事控制一事即是最好的例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以赫
鲁晓夫为首的前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联合

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具有民族血性的毛泽东

甚为恼怒，当赫鲁晓夫来华访问谈及此事时他态度鲜明地

说，“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

年，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

己的目的。”［６］１７０－１７１这使前苏联领导人极度不满，他们马上

采取在政治上谩骂围攻、技术上中断援助、经济上逼迫提

前偿还债务等等卑鄙手段予以报复，以此掐中国人的脖

子，强迫中国政府俯首称臣。然而，这些高压政策没有吓

倒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反，他带领

全国人民上下齐心、共度时艰，并通过及时实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克服了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及自然灾害给我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渡过了三年艰苦

日子，到１９６２年就使国民经济一度大为改观，城乡人民生
活得到明显改善，１９６３年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１９６４年
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等等。这一切均表明，

赫鲁晓夫企图以卡脖子来迫使中国人民屈服的阴谋彻底

破产。

三　在面临艰难困苦问题上，坚持主张
坚定信念百折不挠

毛泽东历来把坚定政治信念视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

业胜利的一个必备条件。他认为，一个政党，乃至于一个

民族、国家，只要政治信念坚定，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

或是遭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勇往直前、矢志不渝，朝着

既定目标前进。因此，当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遇到重大困

难或挫折时，他都能表现出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

并且号召正在奋斗中的党和人民务必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例如，在抗日战争时

期，为了凝聚国人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他指出：“我们的

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

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１］４７６建国之初，面对国民党

和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建设实施种种掣肘而带来严重困

难时，毛泽东蔑视地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７］１４９６他还向

世人宣示，“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

自己的目的。”［８］６９３

事实证明，毛泽东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畏艰难、

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灿烂的

篇章。从当年燃起点点星火的井冈山斗争到红军视若等

闲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

运动到万众一心打败日本侵略者，从用小米加步枪推翻

“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到抗美援朝以劣势装备打败头号

军事强国美国及其为首的联合国军，从建国之初的国民经

济全面迅速恢复到冲破前苏联高压政策自行成功研制“两

弹一星”，乃至于今天经过３０多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所带
来的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等等，均无不深刻地说明了

这一点。

四　在国民精神问题上，坚持主张不怕
邪恶敢于“打鬼”

毛泽东一生中最具特色的个性表现，就在于他具有一

般人所没有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而敢于藐视一切的惊人

胆识［９］１８。当年面对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朝延安

扑来，他诙谐地说：“老子不怕邪。”［１０］７４这句“老子不怕邪”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诠释了我们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毫不惧

怕、敢于蔑视邪恶的民族气魄。正是这一“老子不怕邪”的

民族气魄，决定了毛泽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不会为貌似强大的敌人所吓倒。

解放战争初期，针对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

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还亲

自撰写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文中蔑视地谈到，现在

美帝国主义虽然“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

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

纸老虎。”他还说，“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她

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因此不可怕，可以轻

视它。”［１１］７３

除此之外，他还从振奋中国人民族精神出发，号召人

们要不怕“鬼”和敢于“打鬼”。他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

少。西方世界有一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对

于这些“鬼”，我们“是怕不得的，越怕越有鬼，不怕就没有

鬼了。”［１２］５１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敌人，反动派乃至工作中

的困难、挫折都是“鬼”，只有敢于面对，不惧怕，不退缩，不

信邪，才能最终战胜这些“鬼”。因此，他在多种场合下指

示要编写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此来教育人民要不断增

强敢于同以美国为首的这些“鬼”作斗争的民族勇气。

五　在未来前景问题上，坚持主张坚信
自我乐观向上

毛泽东是一个颇具自信心的人，在其人生字典里找不

到悲观、失望及迷惘，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充满

必胜的信心。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尽管生活困难、粮食短缺、白色政

权重重包围，但他始终乐观自信。他曾以《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为题，批评了当时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

右倾悲观论调，同时勉励正在艰苦奋战中的红军战士，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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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眼下革命力量弱小、斗争环境恶劣，但只要坚持不懈地

奋斗，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今日点点井冈星火总有

一天会变成烧毁蒋家王朝的燎原之势。在解放战争之初，

他就预言暂时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

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

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

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

步。”［７］１１９５后来的解放战争进程完全应验了这一伟大预见。

中国共产党原计划经过５年的解放战争“从根本上打倒国
民党的反动统治”［７］１３４６，结果只打了３年便终结了国民党
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将蒋介石赶到台湾等几个孤岛上去

了。建国后，为激励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家

园，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

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８］７１５

毛泽东的这种民族自信力，还具体体现在对某些事业

发展进程的科学预见和准确判断上。新中国成立不久，面

对美苏的讹诈与核威胁，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

尽快成为核国家。１９５８年 ６月，他就提出，“搞一点原子
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１］４５３在他

发表谈话后短短１０来年间，我国就先后于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和１９７０年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即
“两弹一星”的试验，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五个核大国之

一，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使那些“亡我之心不死”

的西方敌对势力再不敢轻言动武，有力地保卫了祖国的

安全。

六　在发展外交关系问题上，坚持主张
保持独立决不依附

深受湖湘文化思想熏陶的毛泽东，少年时便发誓要做

一个有独立人格之人。他曾说，“有独立性，是谓豪

杰。”［４］５２５为此，他１６岁时便独自离家赴长沙求学。他这一
独立人格发展到投入政治生涯之后，就突出地表现为一种

在政治上保持独立不依附于人的民族品格。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具体做法

上就反对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强调应有自己的

独立思考。为此，他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

国同志了解情况”［２］１１５的重要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当我

解放大军即将渡江作战的重要历史关头，斯大林提出国共

两党“划江而治”，但毛泽东毅然坚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

中国。后来，毛泽东颇为感慨地说：“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

林的意志而取得的。”［１１］３７１邓小平也评价说，中国革命取得

成功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

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

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之外，还因为“在

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１３］２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这一思想更在新形势下得以进

一步发展。主要是体现在涉及处理对外关系上，始终强调

要保持必要的独立自主性，反对依附于任何国家。早在建

国前夕，他就明确表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

做主张。”［７］１４６５建国后，他同样说过：“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

自己管，这是个真理。”他从不依附他人，即使在建国之初，

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中苏同盟的建立，他也没有完

全把我国的命运寄托在某些大国的裤带上，而是在政治上

始终注意保持我们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当年为捍卫国家

主权尊严而挫败前苏联领导人在军事上企图控制中国就

是有力的证明。

七　在经济振兴问题上，坚持主张自力
更生自强自立

如何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毛泽东历来的一

个重要思想，就是主张“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

辅”的方针。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我们的方针

“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

更生。”［７］１１３２他还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

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

全体军民的创造力。”［１４］１０１６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此方面反

复强调多次提出，为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

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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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４１，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

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

道路”［１５］。

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的发展，若不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完全依赖于外援，就缺乏

持续发展的强大后劲，就会受制于人，任人摆布。而想要

把自己国家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只能是纸上谈

兵。他在会见某外国客人时说：“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

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

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基于这一认识，即使是建

国初期我国接受前苏联的大量援助时，他也并未因此而动

摇过。他曾讲过：“我们的大企业是苏联帮助设计、安装

的，这样做由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经十年。在这十

年中，我们得到一些进步，现在要自力更生。”［１２］１５８在他倡

导的“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指引下，

新中国在短时期内很快建立起了较为独立的工业体系，为

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以国防

工业为例，我国军事装备由抗美援朝时靠购买或仿制前苏

联武器到１９５９年建国１０周年大阅兵时全部实现了国产
化，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主要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接近或
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只是后来由于十年“文革”的爆

发，才使本已缩小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这不能不是一

个深刻历史教训。

八　在中华文明传承问题上，坚持主张
尊重历史反对西化

如何看待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站在唯

物史观的立场，从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出发，主张“我们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１］５３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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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１］６２３。如何承继这一珍贵历史

呢？对此，毛泽东坚持做到三点：

一是要加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在建国后就曾多

次提出要加强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不能在此问题上若

明若暗，或是言必称希腊。他曾说过：“中国需要一部通

史。”［１０］１７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日理万机，国事繁忙，但仍

然坚持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甚至还准备写一部自辛亥革

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

二是要正确评价中华文明史。他认为，主要应从唯物

史观出发，历史而客观地看待它在推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

得与失、是与非，绝不可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或一概肯定，

即要“批判的继承”。他当年在谈到有关对待历史文化遗

产问题时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

的文化。”“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

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１２］２２５

因此，我们切不可简而论之，而应坚持做到“批判的继承”。

三是在学习外国文化上要以我为主，不搞全盘西化。

毛泽东历来反对在学习外国文化上照抄照搬。早在延安

时期，他就曾说过，我们“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

是错误的”，“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１４］１０８３。新中国

成立后，他更是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如１９５６年在《同音乐
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

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

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

的东西为主。”所以，他多次反复强调，学习外国文化“应该

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当

然不可否认，在学习过程中，或多或少要借鉴某些西方文

化的东西，不过必须明确，这种借鉴“应该越搞越中国化，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学外国不等于

一切照搬”［８］７４６－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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