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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论努力发展共产党员个性①

王少青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曾就在增强党性基础上发展共产党员个性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

述。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和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有关党性与个性、个性论的发展、个性发展与个人作用

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发展党员个性等作了较深入系统的阐述，这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继承发展毛泽东的建

党思想和人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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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一些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的人到处散布

一种言论，说共产党忽视压制甚至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

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

性，只要党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于４月２４日作的书面报告、《口头政治报告》和５

月３１日所作的《结论》中，都曾以较大的篇幅谈到努力发展共产党员个性问题，内容涉及到共产党员的

个性与党性的关系、共产党员及人的个性的形成发展、共产党员及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共产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１２
作者简介：王少青（１９３９－），男，湖南邵东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列、毛泽东文艺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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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及人的个性的正确方向途径等问题。他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

拘一格降人才。’①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说：‘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

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们服从党纲、党章、党的

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

挥是会有好处的。”［１］４１６

一　关于党性和个性
何谓党性？党性，是阶级斗争的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和最自觉的表现。中国共

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新党章），其党性就表现

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高最集中最自觉的阶级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及最近和最远目

标的具体体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党性就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

质。”［１］３４０。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要“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因为党纲党章规定了党的性质、奋斗

纲领和组织纪律；党的决议则体现了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最近目标

和长远目标的结合，是党的性质和利益的现实具体表现。

所谓党员个性，是指党员个人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别性。毛泽东在谈到党员个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时说：“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

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的不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

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

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

都是一样。……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是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这种

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１］３４０－３４１也就是说，党员的个性就是由党员个人

不同的经历、教育、工作、职位、年龄、性别等等不同而造成的性格、特长、能力、兴趣等个体差别性。与自

然界的天体动植物及社会中的民族、阶级、集团一样，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团体，其内部构成有统一

性也有差别性，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有一致性也有独立性。多样统一，和而不同，这才构成世界、社会，

政党也一样。取消差别性、特殊性、独立性，也就取消了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也就取消了事物本身。

毛泽东说：“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

个性，哪里有党性？”［１］３４０马克思早年说得好：“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

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２］７

二　毛泽东个性论的发展
关于人的个性及其发展问题，毛泽东在思想和理论上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丰富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从

精神个性或纯粹个性论到社会个性论，从个人主义个性论到人民大众个性论包括党员个性论这样一个

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早年“崇尚个性”，主张“发达个性”是出了名的。早在１９１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１８年上半年在为

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批注中就说：“崇尚个性，固泡尔生好主张也。”［３］２２３但

他当时主张的个性乃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个性论，是所谓纯粹个性论。他在该书第一章的批注中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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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诗人。所引诗句见《已亥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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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在对第二章的

批注中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的生活，而无肉体的生活。”“观念造我文明，诚然，诚然。”［３］１６８在对第三

章的批注中说：“吾以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

即无宇宙……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３］２３０－２３１“人类之目的在实

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能力至于最高之谓。”［３］２４７可见，毛泽东早年主张

的个性，即在于实现自我，这个自我虽然包含身体与精神两方面，但主要的是精神的，是脱离受肉体组织

需要制约和决定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其次，这种精神乃是纯粹我个人的，这种“我”是宇宙的本体和中

心，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我”。故这个“我”又是脱离人类社会的。毛泽东早年主张的这种超越物质

实践和人类社会之上的精神个性论或纯粹个性论，说明他当时受到中西方唯心主义的“心性论”、“人是

自我意识”论较深的影响。难怪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受到杨昌济

的赞扬，给他打了１００分。可见杨毛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他们对心之力即精神力量的高度肯定。但是，

对于这种精神个性论或纯粹个性论，马克思认为是不存在的，是应该反对的：“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

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

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们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

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之社会关系必然造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这不应当理解

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

级关系制约和决定的。）”［４］８６

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马列和革命实践锻炼，当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个性论便由精

神个性或纯粹个性论发展到社会个性论，强调个性与社会性的联系，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他在１９４４年８月３１日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

革命必须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５］２３９在１９４５年５

月３１日中共七大所作的《结论》中说：“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

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

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至于我们的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

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就有人格，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１］４１５－４１６在这

里，毛泽东对个性与社会性以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刻的阐释：一方面，人的个性是

受非常具体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就是财产所有权的制约和决定。它说明，人的个性与人的人格、独立性、

自由等一样，是财产所有权（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地主资本家

拥有财产所有权，所以他们有个性、人格等，相反，广大农民工人的财产所有权被地主资本家剥夺了，因

此他们就没有个性人格等。工人和广大人民为了获得自己的个性人格等，就要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在经济上夺回财产所有权，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为

广大人民大众获得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是人的社会，党是由党员

组成的党。正如列宁所说：“生气勃勃的社会只能由生气勃勃的个性所构成。”个性的解放和发展是社

会的解放和进步的条件和标志，党员个性的发展是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条件和标志。正如毛泽东所说：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

头。”［１］４１６“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５］２３９没有党员个性也就没有党性和党的统一

性，没有党的进步和生气勃勃的事业。

毛泽东的个性论还经历了一个由个人主义个性论到人民个性论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早年主张的个

性论是精神个人主义的，一方面是精神的，另一方面又是个人主义的。而这种个人主义又是民主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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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它既是民主的，带有浓郁的反专制反压迫反封建的色彩，但同时又是个人主义的“唯我”的。他

说：“我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二曰现实主义。”［３］２０３“此个人主义……可谓之精神之

个人主义……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地主、

国家四者，同为天下恶魔也。”［３］１５１－１５２毛泽东早期的个性论以“唯我”论为前提，以实现自我为目的，带

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可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即把全力争取“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

和个性的发展”（《论联合政府》）作为革命的目标，从个人主义个性论转向了人民大众的集体的个性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面对国内对“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的责难，毛泽东坚定地说：“有些人怀疑

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

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要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

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６］１０５８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

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１］３３６此时毛泽东心目中的“人”已是大写的

“人”———千千万万人民大众。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体现在个性解放上，就是要争

取全体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而作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自然也就有了个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在《论联合政府》关于个性问题的论述中，毛泽东提出了“广大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的概念。

这个概念深刻地包含着个体个性与人民大众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丰富内涵。它指出，这里的个体个

性是在人民大众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是受人民大众的“共同性”即人民性制约的，外在于“人民性”的共

性的纯粹个人个性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这个个体个性是“人民共同性”的特殊表现，体现出人民共同

性的差别性和丰富多样性。党员个性与党性的关系也如此。

三　个性发展与个人作用的关系
毛泽东重视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与他一生重视人的解放和发展、发挥人的作用、实现人的价值的思

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哲学中，个性、人格是与主体性同一层次的概念，都是对活动主体的某一方面的表征，是活动主体

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

来的能动性、自主、自为性；人格则是人作为主体的资格，是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个性则是主体性、人格在

不同主体身上的独特性、个别性。自由、独立性、尊严都是主体性的不同特性。

首先，人的个性与主体性始终是统一的，互为前提。一方面，主体性、人格是个性的前提。人的主体

性越强，其个性也越强。一个人有无个性或个性的强弱，总是以他有无作为主体性的自觉自主自为的独

立创造精神和高尚健全的人格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

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７］１０８曾被恩格斯称作时代

“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是主体性很强和人格健全的人，也是个性鲜明的人：“意大利开

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

人们面前……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位堂堂的诗人（指但丁———引者加），由于他显示出来的丰富的个性，

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先驱……１４世纪的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

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和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邻居不同

的人。”［８］１２４

另一方面，个性也是主体性的前提，个性越强，其主体性也越强，越能发挥主体的独创性和个人特

长。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也看作是人的主体性、人格和个性的发展

史。他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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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形态，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７］１０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恩强调指出：“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

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４］８７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为了解放发展无产者的个性，就

必须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和自由。”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一直强调解放和发展

人民的个性、人格、独立和自由。蔑视强权、打到强权、解放个性、追求自由，是青年毛泽东言行的写照，

也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宣称：“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

……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

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３］２９３在２０世纪３０到４０年代，毛泽东对鲁迅的

“硬骨头”精神多次给予高度赞扬，号召人民向他学习。他说：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

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９］４３又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１０］６９８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他在评美国白皮书时又对闻一

多、朱自清的高尚民族气节和伟大人格给予极高的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

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

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１１］１４９５－１４９６建国后，面对

国内外敌人的干扰破坏和重重困难，毛泽东总是号召人民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和困难，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和困难；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打倒贾桂”的奴才

思想，克服自卑心理，努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到贾桂！贾桂（奴才）是谁

也看不起的。”［１２］２３１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的：“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

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６］１０６０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人的个性、人格的发展进步是同重视人的价值发挥个人的历史作用

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活动是千千万万群众的事业，但群众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就是无

数个人组成的规律，它通过无数个人的自觉行为而实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

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恩格斯提出的著名的“合力论”则进一步说明了个人是如何创造历史

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

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

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

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

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

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１３］４７９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中，在批判１８世纪旧唯物主义无限夸大个人历

史作用的同时，又批判了１９世纪新历史学派的无视个人历史作用的历史宿命论。他说：“如果某些主

观主义者为了要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竟然拒绝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规律的过程，那么

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为了要尽可能更好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合规律性，看来随时都可能忘记历

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１４］１４８，１６３。普列汉诺夫认为，影响人类历史

运动的有生产力这个“最后和最一般的原因”，也有“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

境”的特殊原因，“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

些个别原因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面貌［１４］１７２。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十分注意发

挥全体人民和全体党员每个人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说：“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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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１１］１５１２《论十大关系》报告指出，正确

处理十大关系的目的就在：“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

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５］２８８在政治上，就是希望努力造成这么一

个局面，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

治局面。”在教育上，既提倡学生全面发展，又提倡学生个性发展，并使二者结合，即“培养青年在德智体

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在科学艺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

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变成一个强国而又使人可

亲。”［１６］４０５在艺术上，革命派要当，流派要有；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

立异’越多越好，不需雷同。在诗歌方面，毛泽东赞赏曹操和李白个性特色鲜明，说曹操的诗“极为本

色，直抒胸臆”，说李白的诗“有脱俗之气”。在京剧方面，他赞扬高派（高庆奎）“唱腔激昂，热情奔放”，

“越听越想听”，说“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独到之处”，“越是自成一派的，越要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

术水平。”［１７］１１７－１１８在小说方面，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的评价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

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和平等的。”［１８］８２－８３对其中《马介甫》的评语是：“个性斗争，此妇

虽坏，然是突出典型。”［１８］８０在文风上，毛泽东反对一切形式的八股调，因为八股是窒息人的革命精神和

人的个性的，是不利于发挥人的创造精神的。我们应当提倡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

马克思主义文风。

四　两种根本对立的个性观
毛泽东认为，由于个性的性质和作用不同，个性分为很多种，但基本的有两种。他说：“有两种个

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讲的独立

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１］４１６－４１７我们应该坚持和发展

革命的创造性的个性，反对反动的破坏性的个性。

前面说到，个性与党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差别性与一致性的关系。个性体现共性并

受共性制约。这种共性在社会中表现为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一定的阶级性，在人民大众中表现

为人民性，在党内表现为党性。脱离或摒弃共性的社会性、阶级性、人民性和党性的纯粹个性和绝对个

性是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

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一批人反

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发展个性。这种发展

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１］４１７“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

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

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１］４１６

人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带有阶级性，因而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１９］２５３为了解

放发展无产者的个性，就必须消灭资产者的个性，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

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１９］２５４毛泽东也认为，广大人民为了获得和发展个性独立性和自

由，就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以及他们所谓的个性和自由。剥削阶级虽然

在它们的上升时期曾经起过一定进步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发展，他们必然走向人民大众和历史进步的

反面，他们的个性也逐步走向落后和反动。人民大众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但

由于他们始终代表人类的大多数和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因此，由于人民大众共同性即人民性制约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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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般地总是表现为进步的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破坏性的个性的同

时，一定要大力坚持发展人民大众的进步的革命的创造性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为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

决定的，是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由于个人在工作分工、个人禀赋、年龄性别等不同而形成的

个人能力、性格特长、兴趣爱好等的差异。毛泽东说：“这种有创造性的个性的人是什么呢？比如模范

工作者、特等射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这种人）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

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此外，工作中的“一种创造性的革命性

的标新立异”，也是创造性的个性的表现，这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当然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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