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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湖四海”式干部任用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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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对宗派主义是毛泽东干部任用的鲜明主题，坚持“五湖四海”观是他反对宗派主义的科学用人之道。毛

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具有科学的内涵、鲜明的特色和深厚的哲学底蕴，为我们搞好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方法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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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认为，要创天下业，就

要用天下人。坚持五湖四海，既是毛泽东解决宗派问题的用人之道，也是他干部任用思想体系中的核心

内容。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始终坚持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民主革命时期特殊的历史条

件孕育了他的“五湖四海”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去年年底，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成为重中之重，认真研读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

想，对于我们做好从严治党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１　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干部任用的鲜明主题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一种表现，在本质上是党性不纯问题。毛泽东干部任用的鲜

明主题就是要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并非始于延安整风时期。早在１９２９年，他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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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决反对少数不服从多数和小团体主义问题，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他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进行

了深刻、彻底的清算。他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

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１］８２２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

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没有战斗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

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２］１３

１．１　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
宗派主义的毛病，实质上就是党风不正、党性不纯。其在党内的表现主要体现在：

（１）闹独立性。这类人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整体利益，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违反了党的民主
集中制。山头主义就是宗派主义在小团体中的表现，山头主义具有宗派主义的倾向，其实质是狭隘的个

人主义。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个人利益闹独立性，是党的历史上宗派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干部的任用

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垒山头、搞个人主义，必须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也要集中。

（２）干部关系不团结。一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是“土包子”，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
要性，也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就直接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干部之间尤其要防范这点，外

来干部要去掉不适当的狭隘看法，本地干部也要发挥特长，向外来干部学习，以求彼此团结和谐，避免宗

派主义倾向。

（３）本位主义倾向明显。缺乏大局观和整体意识，考虑问题时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如果发展下去是
很危险的，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

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１］８２１

在党外主要表现为：许多同志妄自尊大，看不起党外人员，藐视人家、不尊重人家，不密切联系群众。

宗派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性极大，必须坚决铲除。对内，破坏党的团结与同一，甚至会导致

党的分裂；对外，会导致党自身的孤立，危害革命事业。对此，“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

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３］３９０毛泽东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

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

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１］８２１

１．２　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哲学思考
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路线上的集中反映，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不能和共产党并存的。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彻底铲除宗派主

义的祸根。如果只是口头上联系实际，行动上不联系实际，就是讲一百年也是无益，我们必须反对主观

片面地看问题。这是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主要原因，同时他就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也做了深刻的哲学

阐释。

（１）在党性问题上，表现为个人主义泛滥。这一类同志口头上说党的利益大于一切，但在实际中却
把个人放在第一位，为了个人利益，在同志中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这类人在态度上就不老实，又如何指

望他们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呢？在他们心中，想的念的不是党，而是自己，这一类人首先在党性上就出

现了问题。这一些人自以为聪明，在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上，将个人与党对立起来，个人超过了党，把党

的利益排在个人之后，最终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２）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延安整风以前，我党并未从思想上对“左”的错误思想
进行彻底清算，因而党内在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部分同志在处理问题的方法论上存在形而上

学的表现。他们总是希望全体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总是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忘记

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看不到局部工作只是整体工作中的一部分，局部利益从属于全体利益，局部与

整体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甚至还有一些人，妄自尊大，看不起别人，总以为自己了不起，看不到别人的

长处，割裂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是和

实际不相符合的，因此，必须加强宣传和学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使同志们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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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中解放出来，增强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免疫力。

（３）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狭隘主义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党达到完全团结
统一、步调一致的目的，还必须处理好老干部与新干部、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几

个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以及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处理干部问题上，一些同志

持有狭隘主义思想。老干部不尊重新干部；外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军队干部藐视地方干部；几个军队、

地方、工作部门之间，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如果发展下去是非

常危险的。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思想。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干

部队伍亦是如此，必须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人，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克服那些不适

当的狭隘思想，以便打成一片，团结一致。

２　坚持“五湖四海”：毛泽东解决宗派问题的用人之道
“五湖四海”一词泛指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毛泽东赋予这个词语更多的思想内涵。反对宗派主义

体现了毛泽东干部任用的鲜明主题，但是由于我党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的复杂环境之中，宗派主义的残余

一直存在，仍未消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湖四海”思想，为解决宗派问题提供了思路，并在长期

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干部任用思想体系。

２．１　五湖四海观的内涵
１９３７年５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讲到干部问题时

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

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

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４］２７７此后，他经常教育干部不要“拉拢私党，组织小派

别”［５］５２７，不搞宗派、山头，要搞五湖四海，“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

起来了。”［１］１００５他认为，要创天下业，就要用天下人。坚持五湖四海，既是毛泽东解决宗派问题的用人之

道，也是他干部任用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了“五湖四海”，并赋予其更为宽泛的含义。一是作为地域概念上的五湖四

海。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来到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第十一分队，在询问战士们的情况之后，他指着
几个人和蔼地说 ：“你是山东的，你是河北的，你是河南的，我是湖南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啊！”［６］５１０这

就要求在选拔干部时，要注重广泛性，避免任人唯亲，没有地域的限制，不同地方都要有自己的代表。二

是作为政见意义上的五湖四海。毛泽东认为：“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

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７］２８３－２８４三是作为干

部使用意义上的五湖四海。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

的财富，要胸襟宽广，革命利益第一，沟通思想，各自多做自我批评［８］１１７。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只会破坏

党内关系，影响党的团结与统一。五湖四海，就是要反对这种宗派思想、山头主义，大家都来自五湖四

海，没有理由不团结，彼此间更应该坦诚相见，互相支持不拆台。

２．２　五湖四海观提出的原因
毛泽东“五湖四海”思想的提出绝非偶然，它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虽然没

有正式论述过这一思想，但他的这种“五湖四海”思想却是一直贯穿在人才任用和革命实践之中，展现

了他宽广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

第一，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最

早表现于他的青年时期，那时的他就反对那种狭隘的地域乡土观念，希望交往接触更广泛的人群。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其以后，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更多的是针对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倾向而提出的。由于我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彼此间不接触，大量小生产者涌入党内，党

内教育跟不上，因而在革命队伍内部，山头主义、圈圈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毛泽东认为：“大家正在讨

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由很多部分结合起来的。所谓山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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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７］２５２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宗派主义三次导致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

的分裂，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抗战时期，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不存在，但是宗派残余仍未消除，为

了加强党内团结，彻底肃清宗派残余，毛泽东提出了“五湖四海”思想。从整风运动开始，他就告诫全

党：应当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１９４４年 ４月，毛泽东在延
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学习和时局》演讲，重点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倾向。随后，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反山头主义问题。

他指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

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

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１］９４０可见，毛泽

东的“五湖四海”思想这一时期是围绕“反对宗派山头，加强党内团结”展开的，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

第二，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自觉。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在任用人的问题上是有

前提和标准的。１９３７年，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好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指出：“这些干
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

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４］２７７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具有强烈的党性和人民

性，其选人用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的，并且最终统一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他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心中装不下人民的人他是坚决拒绝的，党性不坚定、党风不正的人也是坚决

不要的。

第三，具有宽以待人与面向未来的开阔胸襟。毛泽东提出“五湖四海”的思想，与他自身开阔的胸

襟和崇高的共产党人气魄是密切联系着的。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
王稼祥因为没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毛泽东得知后非常吃惊，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做了大量力荐

王稼祥的工作。他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毛泽东主张用发展的观

点看人，不纠缠于历史过去。也正是这样的胸襟与气魄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２．３　“五湖四海”观的本质：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干部，一再强调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现状下，需要大量的优

秀干部为革命所用，因此他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５］５２６此后他又

反复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５］５２６。为了培养大批有战斗力的干部，首先必须

解决选拔干部和使用干部两件事。

“治国之道，务必举贤”，毛泽东深谙此理。在选拔和使用干部问题上，他坚持正确的方法，反对“任

人唯亲”，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主义的做法。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
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

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指出：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

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５］５２７自此，“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得到确立，毛泽东不仅提出并不断完善了这一路线，这是他干部任用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３　毛泽东“五湖四海”用人观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

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９］７７０但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圈子文化”不容乐观，研读毛泽东的五湖四海干部任用思想，对于解决好今天依然

存在的“圈子文化”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３．１　从打老虎到挖圈子：从严治吏的新动态
今日，社会是流传一个关于“圈子”的段子：“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

等于进了班子。”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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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冯灵芝，等：毛泽东“五湖四海”式干部任用观

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或紧的“帮派”、“团伙”。媒体公开对一些腐败团伙进行了归纳命名：“石油帮”、

“秘书帮”、“山西帮”，这些“帮”存在的共性，是利用自身职务之便，拉帮结派，搞小团伙，小圈子，其背

后都有“大老虎”坐镇，实质就是官场“山头主义”，其危害性不言而喻［１０］。

应该说，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

任务。目前来说，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坚定地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从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到“挖圈子”、“揪窝主”，切切实实反映了“从严治党”这决不是一句空话。治党必先治

吏，治吏务必从严，容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虚假，从严治党关键还是要从严治吏。抓好反腐败斗

争，必须全党动手，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罚。从严治吏，

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

３．２　毛泽东“五湖四海”观的历史镜鉴
３．２．１　从战略高度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圈子”本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党内形成“圈子”就很容易成为官场腐败交易的场所。一些领导因权

分帮别派，私下里形成不同派别的利益圈，这不仅不是团结党内同志，反而是破坏党内团结。坚持“五

湖四海”的思想和原则，有利于打破这种利益圈，避免任用干部时的“任人唯亲”。干部队伍的团结，尤

其是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影响党的发展的关键，因此，必须杜绝搞山头、搞小团伙，避免功利化的团结和表

面化的团结，真正把团结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和执行。

习近平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

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１１］毛泽东虽

然没有提出党内和谐的概念，但是他的许多思想中隐含着党内和谐的思想精髓。首先从延安整风的内

容上看，其最终的价值指向就是党内和谐；其次，他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公式和目标，意在造就党内和谐的

局面；最后他提出的“五湖四海”观，实质上是为了消除党内不和谐的因子。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实践

证明，领导干部不团结，搞内耗，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为此，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

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真正建设出团结和谐的党内政治生活状态。

３．２．２　保持党在组织纪律上的纯洁性
在日趋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也变得愈加艰难。因而必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

定；必须管好身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

忠诚度的重要检验。”［１２］五条底线，是对现实问题的直面回击，是为了强化组织纪律意识，使党的纪律真

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警惕利益集团的滋生

和蔓延。我们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必须时刻警惕四大风险，经受四大考验。

３．２．３　坚持以德治党与依法治党高度统一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如何解决一些

党员党性不纯、党风不正、在“自家”地盘上“抱团取暖”等问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问题［１３］。在长期的

革命、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以德治党的重要性，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的问题和任务，采取了集

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相结合、以道德自律为主，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

次的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毛泽东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中国共产

党要长期有效地执政，不仅需要道德上的合理性，更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德治党与依法治党，二者

相得益彰，不可或缺。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更要长期坚持以德治党和贯彻落实依法治党，实现二者的

有机统一。

３．２．４　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

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１４］２８５这充分说明党的利益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具

有高度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在其纲领中强调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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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我们是以占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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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点的。”［１］８６４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是违背党的宗旨的，小圈子往往会滋生利益共同体，带坏了队伍，破坏了

风气。“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种种不讲规矩、破坏规矩，伤及的是党心民心。立规矩、正规矩、治规矩，说

到底就是要凝聚民心。”［１５］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任何时候都必

须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

３．２．５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强化党的纪律建设，杜绝圈子文化，仅仅靠教育监督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制

度，不断查缺补漏。为此，一要坚持选拔任用标准公开化、透明化，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

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二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

尽其用。三要健全干部管理体制，从严管理监督干部，不守纪律、破坏规矩的，怕规矩而不干事的，查。

讲规矩、肯干事的，用。不断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建设一支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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