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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哲学透视

张杰克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１９）

摘　要：青年毛泽东对“力”观念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物力”“体力”“心力”三重向度。就国家层面而言，“物力”的进
步将带来国力的增强和民族地位的提升。就个体层面上说，“体力”是个体存在的直观确证，“心力”则进一步对个体的

存在方式作出形上追问。他对“力”观念的哲学沉思旨在从社会历史动力的追寻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双重维度展开，不

仅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作出哲学思考，而且有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可能的前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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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力”为视角解读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以
往学界有所忽视的。有学者以“动”“斗”为线索，

窥见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活跃的“力”观念：“毛所

理解的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这‘大本

大源’也就是‘宇宙真理’。从毛青年时期的《讲

堂录》（１９１４—１９１５）、《伦理学原理批语》（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或《体育之研究》（１９１９）等来看，‘动’、
‘斗’是毛的这个‘宇宙真理’中的核心观念。”①

许全兴较早地以儒家传统的“和”与“中庸”思想

为反视镜，观察到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力”

因子，同样讨论了他的“斗争哲学”②。美国学者

魏斐德也把“斗争”奉为毛泽东全部思想、活动的

基础，指出“我们早已知道，他是那样普遍地强

调：斗争是自然的绝对法则”③。以尚庆飞所见，

近年来，亦有部分国外学者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

予以关注，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侧重于以青年毛泽

东思想论证其晚年的理论和实践④。高瑞泉曾就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进行社会动力学的诠释，他

认为斗争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价

值，不仅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类的社

会生活”⑤。在对“斗争”的动力性价值厘定中，他

洞见了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某种源头。因此，

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研究尚留下较为充分的

讨论空间。

青年毛泽东以“物力”“体力”“心力”构建了

“力本论”的思想体系。“物力”“体力”关涉“中

国向何处去”的现实之问，“心力”指向“中国向何

处去”的形上之思。具体而言，“物力”的内涵是

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是富国强兵的国家追求；

“体力”指身体的力量，是个体从事一切活动的物

质基础；“心力”指意志的力量，即“心”的创造性

作用。从理论意义上说，对青年毛泽东“力”观念

的研究不仅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其哲学思想的发展

脉络，而且有助于观照其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革

命进程中的演变。就实践层面而言，青年毛泽东

的“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

革命性问题作出了深切回应，同时也为“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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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建设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　物力的勃兴
近代西方文化中凸显的“普罗米修斯—浮士

德精神”和“物力论”推动了“物力”观念在中国近

代哲学的登场，儒家正统“义利之辨”的价值翻转

也为物力观念的勃兴提供了本土思想资源。从历

史上看，魏源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案

中已蕴含对“物力”的向慕。在“物力”的统摄下，

“公理”逐渐驱逐“天理”，“德”的秩序逐渐让位

于“力”的秩序，竞争法则取代道义原则成为支持

文明进步的主流价值观。在寻求富强的现实指引

下，对“物力”的渴望和追逐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已

成普遍共识。

（一）“物力”与“富强”的关涉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中国向何处去”时代之

问的回答首先指向“物力”，并因此绘就了以“寻

求富强”为先导的现代化运动宏图。

钱穆先生曾对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思潮作
如是概观：“‘唯生主义’与‘唯物主义’，乘机崛

起，弥漫一世……人类文化，最多亦仅止于各凭物

力‘互争长雄’。而其所争，亦终不出‘物’与

‘力’之阈域。用物多，拥力强，是为胜利；用物

少，拥力弱，则为失败。”①唯物主义哲学的兴起与

物力观念的勃兴，自然是“西学东渐”视域下的产

物，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明清之际的裂变也为

物力在中国近代哲学的登场提供了传统理论

资源。

响应“救亡”的时代主题，青年毛泽东以

求的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他受戊戌时期思想家

影响很大，康有为提出“物质救国论”，把昌明“物

力”作为富强之道，认为“百年来欧人之强力占据

大地者，非其哲学之为之也，又非其民权自由致之

也，以物质之力为之也”②。梁启超同样重视物力

问题，早在１８９７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一文中，便表达了对“物力”富强的诉求。针对太

史公以农虞工商四者为“民所衣食之原”一语，其

释读曰：“原之大小，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不

以日为界，当以力为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

器。”③杨度的“金铁主义”也曾风行一时，他希望

通过实现“金铁主义”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所谓“金”即黄金、金钱亦即经济力量，“铁”即黑

铁、铁炮亦即军事力量。青年毛泽东也有类似的

关切。在写就于 １９１２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
中，他赞扬商鞅变法，称“法令”为“代谋幸福之

具”，并提出以增进“富力”为“利国富民”之大道。

当然，在此时的自然经济背景中，增进“富力”的

手段仍与农业生产挂钩。早年与张昆弟等在昭山

寺夜谈时，毛泽东便已注意到物力问题的解决对

于实现救国抱负的必要性，强调只有解决物力问

题才能达到“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④。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生产力观念逐

渐取代物力观念。把经济问题置于实现理想之

前，表现出青年毛泽东对“物力”的重视。虽然彼

时毛泽东尚未接受唯物史观，但已认识到经济问

题的解决有裨于理想之世界主义的实现。马克思

主义以生产力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其原始定义

上，生产力即人类征服、改造自然及社会的活动能

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实现

人类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

青年毛泽东尤为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早在１９１９年
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就提道：“世界什么

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

联合的力量最强。”⑤

“物力”的另一面向是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可

以视为国家有组织的“暴力”。在接受马克思主

义且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实践之后，毛泽东

承认“暴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在变革社会中

的作用，并把“暴力革命”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

全部学说的基础”。战争的实质是“军事力量”的

竞逐和较量，“战”之一字即意味着斗争，彰显着

强烈的力量感。《讲堂录》中收入“天地间无往而

非兵也”一语，表明了他对“兵”的普遍性、军事力

量的重视。青年毛泽东注意到“抵抗”之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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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并肯定“动乱”在社会历史

领域中的必然性，以为治乱迭乘、和战相寻是“自

然之例”，把“乱”视作“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

有实际生活之价值”①。他肯定差异、斗争、动乱

等看似负面的状态在历史活动、演化过程中的合

理性，赋予对立、冲突、竞争以积极意义。

（二）“物力”与“德力”的紧张

“德力之争”是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中的

主要论争之一。在正统儒家价值体系中，“力”的

价值排序远逊于“德”。质言之，“力”观念在中国

哲学大传统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近代以还，

“德力之争”被“力理之争”所取代，“力”（物力）

与“理”（德力）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展开为“强

权”与“公理”的对峙。比如林同济就认为：“有理

不必有力，有力才配说理。”②

在接受唯物史观前，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时现

某种二元论的倾向，其认识论上隐含着唯物（物

质主义）与唯心（观念论）的犄牾，经常徘徊于物

力与德力之间。关于国家层面“物力”与“德力”

的紧张屡见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在国家层面

上，“物力”一般涵盖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即“硬

实力”，“德力”则表现为道义原则，即“软实力”。

有关军事力量的讨论向来无法回避战争，诚如前

述，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物力”的较量，因此，战

争本身就在激烈的语境下反映了“德力之争”，亦

即国家层面“物力”与“德力”的紧张。在近代（尤

其是民初）中国思想界，“道德救国论”一时风头

无两，而“战争中关于物质之力的讨论终以道德

为落点”③。各家理论虽殊途，但都主张从道德处

着手，改造国民性，甚至认为国力强弱取决于德力

盛衰。在多变叠涌的时代思潮和中国“德治”传

统的双重影响下，青年毛泽东首先注意到“德力”

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意义。在《〈伦理学原

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中，他虽承认客观

生活的存在，但其并未明确客观物质力量对历史

发展的决定作用，转而代以观念的力量诠释社会

历史进程，主张“道德哲学在开放时代尤要”④，认

为一切人类文明都由道德观念所统辖。

在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思想中的

“物力”因子进一步活跃起来，原先抽象的“德力”

延拓至种群竞争求存的“物力”。在其后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物质

生产力，这正是其青年时期的“物力”思想在唯物

史观规范下的自由表白。

毛泽东虽高呼集中发展“物力”，但并未轻视

或弃绝“德力”的作用，他不仅承认物力富强的价

值，而且更深入地从德力之维洞见实现富强的现

实可能。他强调“确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其对党内思想

建设、党员个人品德修养及世界观改造的重视与

其青年时期是一贯的。在此，毛泽东为斡旋“德

力”与“物力”的颉颃，铺设了一条“力”（竞争之

物力）与“理”（进化之德力）二者得兼的富强之

路。在他看来，物力竞争不应以德力的失落为代

价，物力与德力应并行不悖，在“物力”发达的基

础之上完成“德力”的升华，共同创设人类文明进

步之途。

从“力”的视角观照，作为实存的个体之所以

成其自身，其肯綮便在于体力的发萌。人的身体

属于广义的物质范畴，在此意义上，体力可以视作

物力的一大外延。当然，与“物力”所涵摄的宏观

客体（即国家）相异，“体力”所指是主体性存在的

个人。

二　体力的超拔
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与当时许多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有显著区别的一点就在于其

对体力的重视，尤其是对身体力量的重视。从现

实角度来看，这很可能与他出身农家，少年时期经

常从事体力劳动有关；自理论渊源观之，这与强调

体力劳动的墨家思想以及颜元哲学有诸多相似之

处⑤。青年毛泽东的体力观自有其哲学基础，在

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传统哲学“心体之辨”作出

的新的诠释，而且隐含着对“动静之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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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一）心体关系上的“调和论”立场

在传统哲学“心体之辨”中，“心”大多居于主

导地位，形上之维的“心”绝对地主宰形下向度的

“体”，于是遂形成重“心”轻“体”的柔性文化传

统。孟子所言“心之官则思”意味着“心”乃思虑

之主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劳心”

即精神劳动，“劳力”即体力劳动，由此明显表现

出重视精神劳动的倾向。近代以降，康有为以

“有知”“无知”分别“心”与“体”，主张“心贵于

体”，同时还强调“言议”“觉议”即观念所具有的

改变人心、移风易俗的力量。

一方面，青年毛泽东受理学唯心主义影响，极

力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将宇宙本体视作

精神性的存在，称“人心即天命”，“世界之外有本

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①。另一方面，毛泽东早

年的文章中也提出诸多“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

命题，将精神与物质、心力与体力等量齐观，强调

“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②，认

为心力与体力相互配合有助于成就人生事业，表

达了其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心体调和论立场。

青年毛泽东尤为重视体育锻炼，他在《体育

之研究》中表达了对“体力”的高度关注，认为当

时国力絍弱、武风不振、民众身体羸弱的现实与时

人轻忽“体力”有关，并以自身“由弱转强”的经验

证明体育的效力。个人身体的强弱不单具有生理

性的意义，在“救亡”主题的逼促下更被纳于民族

国家话语体系中，成为一个社会性、民族性的符

号。在毛泽东看来，“体力”的强健不但与个人身

心健康休戚相关，而且关涉民族存亡。职是之故，

其赞同“军国民主义”所提倡的“文明其精神，野

蛮其体魄”口号。

早在１９１６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
就阐述了体魄的重要性，将儒家的“智仁勇”三达

德拟配近现代所倡导的“智德体”三育，强调身体

素质的强弱与人的道德、智力的发育有密切关联，

把身体视作道德和智力发展的载体，认为“德智

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③。并

引颜渊、贾谊、王勃为例，说明体质的强弱关涉人

的寿限，而身体的衰亡必然导致德智的消解。

青年毛泽东推崇颜李学派“文而兼武”的思

想，反思并批判“薄志弱行”的现象，有鉴于学校

教育偏重智育的弊端，他呼吁德智体三育并重，全

面发展人的素质，并揭示体育活动之于精神的重

要性和“身”之于“心”的自由，认为体育不仅可以

“强筋骨”，而且可以“强意志”“调情感”。在他

看来，体育的主旨是“武勇”，诸如猛烈不畏、敢为

耐久等都是“武勇”的条目，也是意志的内容。意

志是人生事业的先驱，而“武勇”是内在意志力的

发显，其既有“心力”的意味（表现为一种精神），

又有“体力”的特征（外化为某种行为）。

青年毛泽东主张人生价值在于自我实现，而

身体是实现自我的重要前提，其认为通过体育运

动可以使“至弱之人”进于“至强”，达到“心身并

完”，实现体魄与精神的高度和谐。由是观之，

“体力”之于“心力”具有基础性意义。毛泽东还

指出，体育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往往使受教者身心

俱疲：“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

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④“精神”即人

的意志力量，其主导、驱动着身体的活动。“有

力”是内在于主体自身的禀赋，而“用力”则是主

体能动性的发挥。毛泽东以变易观看精神，以机

械论看肉体，谓前者“时时有变化”而后者“万年

无变化”，“精神苦而身亦苦矣”，说明精神相对于

身体具有兼容性。质言之，在毛泽东这里，精神

（即“心力”）同样带有体魄性（“体力”）的特征。

（二）“动”“斗”的宇宙人生观

中国文化大传统以“和”为贵，尚“柔”尚

“静”。原始儒家虽有刚健主动的精神传统，但总

体观之，“虚静”仍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１９
世纪中叶以降，“动静之辨”慢慢发生了一种价值

翻转，总的趋向是人们越来越追求“变革”

（“动”），同时“力”的地位迅速上升。新文化运

动扫清了一切旧思想传统的束缚，使人们“顿觉

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

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号召“作成一种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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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７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６２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７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３页。



第２６卷 张杰克：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哲学透视

的和向上的人生观”①。

青年毛泽东将“动”视为宇宙间存在的普遍

规律。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写道：“愚拙之见，

天地盖惟有动而已。”②意即是说“动”是宇宙的本

质，正与梁启超的《说动》之论相桴鼓。毛泽东曾

坦言从前主张“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讲堂

录》中遂宣称“我即宇宙也”。因此，对毛泽东而

言，宇宙观即人生观，人生观亦即宇宙观。质言

之，他对宇宙运动的阐释是为了论证人格主体运

动的合理性。既然宇宙的本质在于“动”，那么人

生的意义亦在于此。

“豪杰之士”是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理想人

格典范。“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

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

焉。……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

其人格之源。”③由此断定“动”是人格的本性，

“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如何在现实

中发显“动”的“人格之源”，毛泽东关于“体育之

研究”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

毛泽东认为：“讲体育必自动始。”④他所讲的

“动”首先是指“个体的客观身体活动”，即与劳动

和体力密切相关。体育自然尚“动”，于“动”中激

发人的本质力量，“动”确证了“力”的身体性存

在。“体力”是“动”的载体和本质，“动”是“体

力”的条件和表征；由“动”必然产生“体力”，“体

力”总隐伏着“动”的欲求。“动”的内涵有两方

面：就宇宙观而言，是指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从

人生观上说，则表现为主体的活动和斗争性。人

作为动物性的存在必然“尚动”，“动”可以养生悦

心，生发兴味，增进身心生活之幸福。在运动中可

以发现自身的价值，获得精神、情感上的满足。由

此不难看出，运动、斗争构成毛泽东身心存在的第

一需要⑤。

“动”与“斗”如影随形。青年毛泽东用“与天

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音符谱写了一曲

“其乐无穷”的青春赞歌，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

义的“斗争”学说完成了最后的铺陈。青年毛泽

东一贯推崇斗争精神，强调依靠斗争来实现理想

世界图景，运动、奋斗构成其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

征。他还对斗争作了浪漫主义的发挥，赋予其审

美价值：“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增其

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

号。”⑥在毛泽东这里，斗争已然成为一个普遍性

的价值原则，人生的意义正在于无止境的奋斗和

抵抗。这种对斗争、变动的向往浇铸了青年毛泽

东独特的精神气质，成为其解决思想困惑的阿里

阿德涅之线。

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动”“斗”的宇宙人

生观思想发萌为他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

所建构的比较完备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认识论奠

定了哲学基石。“毛青年时代的‘动’、‘斗’观念

结合经验理性构成了比较完备的辩证法（后来表

述为《矛盾论》），同时也由于经验理性，形成了唯

物论的认识论（后来表述为《实践论》）。”⑦

三　心力的高扬
较之物力、体力从现实层面发微，心力就是对

人和世界的终极存在作出深度追问。在传统哲学

视域中，“心”是创生宇宙的本体和经验世界的终

极根据，是创造世界的终极力量。“心力”即意志

的力量，乃“心”的创造性显发。青年毛泽东受陆

王心学影响较深，尝曰：“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

我，即无宇宙。”⑧这与陆王心学是同样的论调，流

露出唯心主义的致思倾向。在《批注》中，毛泽东

系统阐述了其“心力”说。

（一）自我：心力的本体论意义

伴随着“自我”的觉醒，“心力”在中国近代哲

学中正式登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谭嗣同试

图“以心力挽劫运”完成国家富强的哲学辩护。

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高扬心力。章太炎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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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５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３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６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３页。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４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４页。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３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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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依他”为圭臬，强调 “自力”。这展现了近代

启蒙思想家的革命气概和理性主义精神，也构成

青年毛泽东“心力”说的哲学背景。

“自我”或“心力”内在关涉“个体”或“个人”

的观念形态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和演变。青年毛泽

东重视主体人格，主张“唯我论”，强调“以我立

说”，突出“自我”的优先性，追求立足于“实现自

我”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有“百般之价

值”“无上之价值”①，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

值。同时，他又主张“我即实在，实在即我”②，认

为“个人”“自我”与宇宙、社会、国家同构，发显乃

至夸大“心”的能动作用，将“自我”提升至宇宙本

体的高度。这种夸大心力、力挺自我的观点，反映

了青年毛泽东决心冲破封建精神枷锁、主张个性

解放的思想，这在当时颇有见地。但从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来看，过度高扬心力难免陷入唯意志论

的窠臼。

毛泽东之“我”或“自我”，既是宇宙万物的本

体，又是创造世界的主体，并非“天命”或“天理”

的从属。从狭义上说，“我”即人的主观意识。从

这一点上看，“我”类似于康德的自由意志或王阳

明的“灵明”“良知”，突出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特

别是意志力量。借助于“我”（即“心力”），便可

以脱离无自我意识的“庸人”之列，成为“豪杰之

士”。当然，他同时也承认“自我”（心力）对客观

物质世界的依赖性，谓：“自我之构成一一皆须待

外界之资料，吾人一毫不能跳出此自我以外之世

界。”③规定了“自我”即“心力”的限度。

（二）知力：心力的认识论意义

毛泽东肯定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知识是人禽

之别的肯綮。他反对泡尔生贬低知识地位的观

点，指出知识对于人心动作大有影响。“人类之

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

之指导而活动者也。”④知识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

皆离不开知识的范导。

毛泽东将知、情、意三者纳入“心力”之中，将

知、情、意作为个体精神活动的三大步骤：“知识，

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⑤他一方面强调道德哲

学之正鹄“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

志”⑥，另一方面却又言“知识有助于意志”⑦“知

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⑧。关于知识的来源

问题，青年毛泽东主张经验论，不同意康德的先验

直觉论。五四运动以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

发展了这种重视经验、注重“行”的唯物主义倾

向，“终于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认识路线和思想作风”⑨。以此观之，青年毛

泽东的“心力”观颇具张力。

知识直接关涉志向的确立，“立志”关涉知行

之辨。在毛泽东看来，“志”是定鼎事功的重心，

支配人的一切活动。“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

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瑏瑠立志不能

盲从，须先从哲学、伦理学入手领悟“宇宙之真

理”，坚定个体所从事的事业、行动的方向和准

则，志向一经确立便具有确定不移的趋势和现实

性的品格，指向理想人格的成就，能够成为人视听

言动的标准。毛泽东认为，立志首先应当树立真

善美的根本理想，还应在所获真理性知识的指引

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

过程中，毛泽东摆脱了消极反映论的迷误，发展了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科学地回答了历史观和

认识论上的“心物（知行）”之辨。

（三）德力：心力的伦理学意义

在《批注》中，毛泽东屡屡提及“良心”“良

能”等伦理术语。“良知”“良心”皆为“心力”的

不同表述，借以阐发道德自主和意志自由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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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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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心力”道德属性（即“德力”）的发

萌与主体自由意志的发挥不无关联。“德力”既

是人之为德性主体的意义探索和目的指向，又是

人之为实践主体的真理追求和价值创造，为成己

成物创设了可能性条件。

青年毛泽东区分了“主观之道德律”和“客观

之道德律”，尤为推重前者。他强调道德律必须

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上，不能建构在任何客观外在

规定或事物上。这流露出一种唯心主义道德观的

倾向。其不同于正统儒学讲的以“孔颜之乐”为

标准的道德境界，颇近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

“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体魄物质性内容在内的个

体力量、意志、行为、活动的完满实现”①。

“心力”的“冲动”、“动力”是青年毛泽东在

《批注》中所聚焦的核心观念。他把自然冲动和

义务感情集注于心的基础之上，认为“精神在利

情与意”，并将意志、情感与本然之冲动相结合，

肯定自然冲动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积极意义。有

鉴于意志、良心和冲动同出一源，毛泽东反对“盲

目之道德”，强调道德实践须经由主体权能的承

诺。对道德的追求并不排斥感性欲望的满足，恰

恰相反，情感真实自然的流露是道德进步的重要

途径。真正的道德并不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

而必发于意志的自主和自为，以内在的冲突为特

质的道德只是虚伪的教条。

要而言之，青年毛泽东并未对“实现自我”的

“主观之道德律”展开充分论说，关于“实现自我”

何以能归属于“道德”及“实现自我”的“冲动”或

“动力”的衡量标准、价值取向亦尚未有详尽合理

的阐发。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革命实践的进一

步深化和展开。

（四）民力：心力的历史观意义

高瑞泉曾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动

力的追寻’，并且由此经历一场价值观念的变革，

才可能与西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文化处于

对等竞赛的地位。”②“动力的追寻”贯穿毛泽东的

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便表现出对“民力”的重视。

他既推崇能够“抵抗极大之恶”“其精神及身体之

能力发达最高”的圣贤豪杰，也不否定具有发达

身心能力能承担社会责任、成就理想人格的普罗

大众。

青年毛泽东对“民力”的观照集中体现为对

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的重视，其中隐含着对人

民群众主体地位及其历史创造力的认同。十月革

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都使毛泽东意识到

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民众的大联合”才是完成

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

群众的共同意志即所谓“公意”，亦即各人

“心力”的集合。“公意”不是各人意志的简单叠

加或追求大体的“普遍同意”，而是以“个性解放”

为前提的“大同团结”，是承认“大同”和尊重“小

异”的有机统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

一亦即要求把理想人格融摄于理想社会的实现进

程中，创设出一个既讲求自由又秩序井然的世界。

这可视为青年毛泽东对“群己之辨”所作的最新

诠释，亦是其日后提出“群众观点”的先声。

顾红亮指出：“在‘群己之辨’上毛泽东提出

群众观点，其中蕴涵的一个意思是尊重群众的个

性。把群众看作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特点和意志自

由的个体。”③毛泽东在后来革命斗争中更加深化

了对群众力量的认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

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他主张引导、团结、凝

聚各革命阶级成为一种“革命力量”，以此推进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质言之，毛泽东的“民力”

观关乎造成日后“中国崛起”奇迹的“秘密”，在解

决各种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彰显了极其强大且独

特的中国力量。

结语

冯契先生曾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历

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由唯心主义到

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⑤考察青年毛泽东的“力”

观念亦可折射出此转变的心路历程。

伴随着“西学东渐”与传统价值观的内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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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力”作为西方现代性尤为推崇的观念开始登

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舞台。青年毛泽东以“物

力”“体力”“心力”建构了“力本论”的哲学体系，

试图回答“中国向何处”的时代之问。面对西方

的冲击，“中国向何处去”便进一步指向“中国式

现代化”如何可能。在这一意义上，青年毛泽东

的“力本论”思想可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驱

探索方案。他的“物力”观对经济力量和军事力

量的强调构成对物质文明的渴望，由“物力”观进

一步衍生的“体力”观则表达出对“人的现代化”

的关照。青年毛泽东疾呼“物力救国”的同时，也

意识到纯粹的“物力”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

便试图以“能动的心”来回答中国现代化的精神

动力问题，由此建构出“心力”观。

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角度看，青年毛泽东

“力”的观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动力

性理论支撑，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动力性文明的基

础。“物力”“体力”“心力”共同构成青年毛泽东

“力本论”思想的基本内涵，而这三个维度又分别

展开为不同侧面的冲突，其中既包含着深刻的理

论洞见，又留下了一些尚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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