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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①

汪馨兰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社会科学部，四川 广汉６１８３０７）

摘　要：毛泽东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其高超的语言艺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赋予马
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性，使马克思主义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思想武器；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通俗性，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善”的启发、“美”的享受。在新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提炼和总结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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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就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

程。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但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做出了不竭的探索和杰出的贡献。语言

作为推进马克思大众化的基本载体，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

思想的光芒，承载着充沛的感情，发挥着催人奋进的作用。因此，我们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艺术加以提炼和总结，具有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１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语言展示强烈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同各国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正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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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毛泽东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魅

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到崭新阶段。

１．１　睿智超群，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对思想进行注解的载体。毛泽东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用民族语言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了完整且精辟的解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

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１］９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论述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

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２］３２０毛泽东经过深刻的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

义认识论进行诠释，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

上心头’”说明人脑的判断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语说明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离开实

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引用孔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

暗”说明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准确地把握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

东还以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半殖民地为例，说明矛盾着的双

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毛泽东把生动形象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精髓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不但喜欢读，还读得懂用得上。

１．２　荟萃古今，吸纳中华民族语言的精髓
毛泽东善于继承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精髓，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诗词、对联、典故等来

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比喻、设问、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段深入浅出地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

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掌握，唤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共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在革命中如何获取胜利的思想，运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引出党的路线，即发动和引导人

民群众，挖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３］１１０１这种以古喻今的高明手法，把大道理溶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把科学社

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便于人民群众理解记忆，又便于贯彻执行。毛泽东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深刻理解，写就了经典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准确判断。在文中毛泽东大量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俚语，如

“杀猪出谷”、“牙床”、“打轿子”、“纸叶子”、“打零”、“游团”、“洋学堂”等，出神入化的语言有利于唤起

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农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

力量，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地发挥作用，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

１．３　源于现实，提炼实践中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教条，而是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

行动指南。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者不应困囿于书本或课堂，而应“迈开你的两脚，到

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４］１１０毛泽东的许多篇章、报告、演讲词

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确凿取材凝练而成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深入考察，采用漫

画式的笔调刻画道：“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

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４］５寥寥数笔便对小资产阶级的动

摇性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尖锐泼辣的语言既来源于毛泽东身体力行的实践调查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透彻领悟，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看穿小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政党要

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５］２９６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

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

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６］３３２口语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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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有机统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可以说，丰富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赋予了毛泽东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近群众、

走近生活、走近实际。

２　抱定主旨，甘为公仆———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

又反映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即抱定主旨，甘为公仆。毛泽东通过演讲、报告、

著作等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目标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

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２．１　明确对象，学习群众的语言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认识对象、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做宣传工作的

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７］８３７毛泽东以反讽

的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

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３］８３７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

要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际、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毛泽东主张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的语言。“如果不但

是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

的。”［３］８４１毛泽东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睿智超群的思辨才能，为我们树立了

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典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

于一知半解等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讽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调查研究

的风气；同时还使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

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

飞”［３］８００等语句讽刺不注意联系实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样群众性的语言既简

明精炼又直切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及说服力，彰显出群

众语言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２．２　贴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毛泽东在其生命历程中，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深

深的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毛泽东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化的语言，使博大精深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们只有了解群

众、心怀群众、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信服。首先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展

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

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

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３］８５７其次要言为心声，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反映人

民群众心底的声音，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３］８４２马克思提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７］８２毛泽东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

况，撰文写道：“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

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

拥护我们。”［４］１３７毛泽东以简洁明快又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从中我们不难感

受到毛泽东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２．３　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办事
毛泽东自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他认为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注重实质，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１９２０
年，毛泽东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纳着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成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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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信仰者。毛泽东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创造性地将“工人”二字连起来，组成“天”字，

说明工人的力量大于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斗争。１９２１年秋冬，毛泽东先后两次深入到安源矿井，
通过与工人的亲切交谈，启发着工人的觉悟，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马克

思主义散布到工人阶级中，使之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演化为强大的斗争力量。毛泽东以敏锐的判断发现

中国的农民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在同农民打麻将、玩骨牌的过程中巧妙无
痕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１９２６年，毛泽东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
间，号召他的学员们“向党里要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

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８］５５毛泽东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走进

了工农群众的心田，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燃群众奋斗的热情，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希望，奋力推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３　文脉流畅，浅显易懂———语言表现充分的通俗性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抽象到理论的具

体生动，从理论化的话语体系到具体化的行动指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锐利武

器，这一过程的实现应当以通俗化为基本途径。毛泽东用气势磅礴，风格壮美，富于想象的语言展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无论语言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或者语言风格都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

“善”的启发、“美”的享受。

３．１　语言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富有感染力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既注重从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

营养，又注重从当前的革命工作建设实践里吸收养料，力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深入浅出，

形成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问题的重

要性，引用了俗语“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

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以“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作比，说明了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毛泽东的加工改

造，原本枯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即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情绪。讲到马克思

主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情况，毛泽东借用古语“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并且对此加以创新解释；

讲到写文章应当言之有物时，他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例，不仅幽默，还给

人以回味和思考；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

派的真面目。总之，毛泽东总是能够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贴合实际的例子，传递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思

想，使人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３．２　语言形式生动活泼，传播具有亲和力
毛泽东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语言形式应当生动活泼，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

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

憎，象个瘪三么？”［７］８３７毛泽东善于灵活运用多种辞格，增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在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基

础上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的智慧表达。比如毛泽东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基础之

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

论述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４］１３９毛泽东巧妙地

以设问的形式引出“人民群众是真正铜墙铁壁”这一伟大的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

化，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毛泽东通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撰文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

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

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４］１０６这段语言如诗如画，以气贯长虹的排比和比喻

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宏伟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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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毛泽东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

良好的入耳入脑的效果，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威力。

３．３　语言风格短小精粹，表达富有吸引力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工作时，宣传的载体———报纸、著作、标语、口号等

应注重实质，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

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

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７］８１５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用“懒婆娘的裹脚布”讽刺一些

长且言之无物的文章，要求文章写得短而精粹，言之有物。纵观毛泽东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开宗明义、

言简意赅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文为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队

伍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例如赞扬新四军队伍“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称赞叶挺将军“领导抗敌，卓著勋

劳”，一连串四字辞格的使用，读罢令人意志坚定，昂扬向上。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为了表示

对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坚决摒弃，慷慨激昂地论述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

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

现。”［３］８００层层递进又一针见血的排比，体现了出神入化的用语艺术，彰显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魅

力。毛泽东进一步以对联加以讽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７］８００总

而言之，毛泽东以准确精炼的语言、匠心独运的句式，精深巧妙的思辨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光彩，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

武器。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所展现的民族性、群众性、通俗性正源于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通俗性，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其中，语言艺术所展示的民族

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根基，目标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语言艺术所体现的群众性是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旨归，最终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并

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语言艺术所表现的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中，语言艺术民族性的展示应当以群众性为旨归，以通俗性为依托；语言艺术群众性的彰显应当以民族

性为导向，以通俗性为途径；语言艺术通俗性的表现应当以群众性为目标，以民族性为指引，从而形成有

机统一、三位一体的态势，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刻的价值内蕴。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

条件看，我们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艺术加以提炼和总结，具有重大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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