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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①

———毛泽东与孔子

曹应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１０００１７）

摘　要：毛泽东把一个人说过的话用作他的两句诗，仅有孔子独享此等殊荣。毛泽东学文化是从读孔子书开始的。孔
子的有些思想，如重视学习的思想、“敏于行”的思想，毛泽东坚持了一辈子；孔子的有些思想，如君民关系思想、中庸思想，

毛泽东是有取有舍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轻视劳动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毛泽东批判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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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诗词使用典故的地方很多。但是，毛泽东把一
个人说过的话用作他的两句诗，仅在１９５６年６月写的《水
调歌头·游泳》中见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对这

个人说过的话是太熟悉了，乃至于可以信手拈来；毛泽东

对这个人的思想是太注意了，乃至于将其用到自己的诗

词中。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独享此

等殊荣？

这个人就是孔子。他是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主要开

拓者、奠基者。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尊敬的老师，他的人

文精神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子孙的血脉中，也流淌在毛

泽东的血脉中。

一　游泳思孔
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用的孔子的两句话，出

自《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

这两句话表达了孔子对时间与人的生命关系的认识，

展现了孔子珍惜时间自强不息的精神。毛泽东与孔子的

这种精神在心灵上是相通的。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
中说：“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光阴一去不复返，要想干

出一番事业，就必须抢时间，挤时间，走在时间的前头，要

能够掌握时间，绝不能够做时间的奴隶，人生的时间就只

有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１］

《论语》是记载孔子和他的若干学生言语行事的一部

书，是对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的论纂；是反映孔子思想、孔

子人文精神最本源的一部书。

《论语》也是对毛泽东影响极大的一部书。毛泽东与

他同时代的学童一样，是在读《论语》声中长大的。毛泽东

７１岁那年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２］３９２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喜欢“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认为，游泳这种健体活动可以让脑力活动得到调节

和休息。因为游泳不能想事情、思考重大问题，否则就要

沉下去。但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５月底、６月初三次畅游
长江时竟然想到了孔子，想到了孔子讲过的话，想到了时

间的流逝恰如这大江东去，想到了要“只争朝夕”开发好、

利用好这滚滚江流。

无独有偶，孩童时代的毛泽东在课堂上读《论语·先

进篇》《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时，读到曾晰说：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及“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竟然不

顾老师出门时的禁令，带着小伙伴们在池塘戏起水来。老

师回来批评时，毛泽东搬出了新学的课文中孔子对游泳的

态度，使得老师反而暗自佩服这个学童学得活泼、学得

生动。

就游泳这件事，学童毛泽东喜欢孔子“吾与点也”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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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５０多年后，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更是把孔子“逝者如斯
夫”的观点用到他游泳时咏成的诗中。孔子对毛泽东的影

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　识字是从孔夫子书中学来的
早年毛泽东也是从《论语》等书中学文化的。１９３６年

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８岁开始在
当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１３岁。早晚到地里干活，
白天读孔夫子的《论语》等“四书”。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讲中

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

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

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

来的。”［３］８１８

这样的话，毛泽东讲过多次。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９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孔令华举行
婚礼，毛泽东请孔令华父亲孔从周到中南海来为儿女们完

婚。在叙谈中，毛泽东听孔从周自己讲数学很差时，说：

“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

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要不是孔

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

射、御、书、数’六艺，六门学科就有数学，你是应当学好数

学的。”［４］１７９

不可否认，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在中国由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

变时，必须剔除孔子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次次地遭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一

批批仁人智士从技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的探索，至五四

运动深入到思想文化不如人的思索，并举起了民主与科学

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毛泽东是五四运动

的健儿，并且是受五四运动洗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

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的创建者

之一。

五四运动前后“打倒孔家店”的想法和做法，有些像费

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给小孩洗澡倒洗澡水时连同小孩

一起倒了出去。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之后，从延安到北

京，他在肯定五四运动的功绩，肯定废除尊孔读经做法的

同时，明确反对全盘否定孔子。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党
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

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

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

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５］５３３－５３４

后来，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

是非历史的看法。”［６］８４“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

店’。”［７］３４５

总起来看，毛泽东对孔子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批判

的一面。分开来看，孔子的有些思想，如重视学习的思想、

“敏于行”的思想，毛泽东坚持了一辈子；孔子的有些思想，

如君民关系思想、中庸思想，毛泽东原是有取有舍的，但晚

年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孔子的有些思想，如轻视劳动

的思想，毛泽东批判了一辈子。

三　好学：毛泽东对孔子的第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学”字讲了６４次，是讲得最多的“字”之

一。《论语》的第一篇就是《学而篇》，第一句话就是“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作为《论语》的符号，作为

孔子好学精神的代表，毛泽东讲过很多次。

《论语·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

卫灵公篇》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

如学也。”《论语·公冶长篇》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

也。”《论语·雍也篇》孔子主张“博学于文”。《语论·述

而篇》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论语·阳货篇》孔子认为，

不好学，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都会出现弊病。

学什么？孔子提出要学《诗》《礼》《易》《乐》和射、御、

书、数。《论语·季氏篇》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

学礼，无以立”。《论语·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论语·述而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

怎样学习呢？《论语·为政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

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论语·述而篇》孔子要求学生学习要善于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论语·泰伯篇》孔子认为学习要有穷追到底的精神，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认为学习

要善于“一以贯之”。

以上思想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曾说，有了

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

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从四五

岁开始发蒙，读了将近８０年的书，可以说一辈子嗜书如命、
手不释卷，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伟人。毛泽东睡觉的

木板床，有一半的地方是放书的。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

回忆，毛泽东的最后读书时间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５时５０
分，这时离他去世不到２４小时。

毛泽东有句名言：“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

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

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５］５３５毛泽东大

力提倡的“这种态度”，就是孔子的学习态度。孔子说过

“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论语·述而篇》记

载：“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

哉？’”“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

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毛泽东不仅重视自己学习，而且重视全党的学习，重

视藉此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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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

也’。”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
大会上讲话，借用这个故事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不可以像

宰予那样。毛泽东说：“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

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

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

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

赏罚严明。”［８］１８０

毛泽东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学习的具

体内容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强调学习“礼”、“易”。

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

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部分。其

中，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

义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学通了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作。毛泽东引用孔子学

“易”的话说：“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

矣。’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９］５２３“卒以学

易”，原文是“五十以学易”。朱熹解释“五十”为“卒”之

误。“卒以学易”，意为继续学习《易经》。这里毛泽东采用

朱熹之说。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技术

知识、经济知识和文化知识。毛泽东也同孔子一样重视学

习历史知识，重视通古今之变。他批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

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

以为荣。”他指出：“不要割断历史”，“要懂得中国”，“不但

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３］７９８，８０１

毛泽东重视将学与问结合起来。《论语·八佾篇》记

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毛泽东在论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时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个地方

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

决问题。”［１０］１１０毛泽东赞成孔子“不耻下问”的学习方法。

他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

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

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

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

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

然后再下命令。”［１１］１４４１

毛泽东也重视将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论语·公冶

长篇》记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

矣’。”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写道：“孔夫子提倡‘再

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

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３］８４４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向历史学习、向外国学习，向

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读死书，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

主义，主张学以致用。这同《论语·子张篇》讲的“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同孔子讲的“择其善者而

从之”，是相通的。

四　躬行：毛泽东对孔子的第二个传承
一部《论语》，“行”字讲了７２次，也是讲得最多的字之

一。虽然，《论语》中的“行”有多种用法，多种含义，但多数

用法是相对于“学”的“行”和“言”的“行”，指行动、实干。

上面提到的“学以致用”，也就是正确处理学习与实干

即行动的关系。

对学与行的关系，孔子重视学习，但反对为学习而学

习，主张学而致用，学了就做。《论语·子路篇》子曰：“诵

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

为？”学了不能应用，这样学得再多有什么用呢！这也就是

后来荀子讲的“学止于行而至矣。”《论语·学而篇》孔子认

为“敏于事而慎于言”是“好学”的标志之一。《论语·述而

篇》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社会生活的实践是孔

子教育学生的四种内容之一。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

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把实干看得比学问更高、更

难、更重要。

对言与行的关系，孔子鄙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论语·为政篇》记载：“子贡问

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里仁篇》子

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认

为，考察一个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

其行”。《论语·子路篇》孔子认为，“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赞成“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宪问篇》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看问题、做事情重视是怎样就怎样，反对主观臆

断固执己见。《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

这些也都是毛泽东与孔子心灵相通之处。毛泽东认

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

点，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把与实践脱节，

只知道死记硬背、夸夸其谈、生搬硬套经典的教条主义，看

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

竹笋，是接不了地气的。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是得了孔子真传的。他有

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

学习。”［１０］１８１他还有一句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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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５这体

现了毛泽东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崇尚应用，崇尚“躬行”。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也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根

据“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给他的两个爱女分别取名为

李讷、李敏。这体现了毛泽东崇尚说话谨慎、行动勤敏、少

说多做；反对言过其行、夸夸其谈、只说不做。《论语·学

而篇》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４日，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论语》上说‘言

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

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６］１５５《论语·子路

篇》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熟记于胸。西安事变后，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

人民早已承认。”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许下了“言必信，行

必果”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呢？毛泽东引用《论语·为政篇》

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说：“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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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

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

派必须深切注意。”［１０］２４７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

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是新中国重要的外交方针

之一。

怎样做到“敏于行”、“行必果”呢？

毛泽东非常重视孔子的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

《论语·为政篇》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

告上几次讲到这段话，强调要有老实态度，反对弄虚作假。

他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

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

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关于要讲真

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

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

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

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６］３５０－３５１

对于孔子的“绝四”精神，１９４１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在
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

加发挥。”“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１２］６１４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来源于班固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１９６１年初，毛泽东针对“大跃进”浮夸风的教训，提出１９６１
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并指出：“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

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

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２］２３７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从汉朝刘德往下寻找，与明朝王

阳明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学风，与毛泽东曾经求

学的长沙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院训，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刘德往上追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在孔子那里也是

有根源的，那就是“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思想、老实

态度和“绝四”精神。

五　对孔子君民关系思想和中庸思想
有取有舍

孔子的思想是有人民性的一面的，如他的有教无类有

鲜明的人民性，他的学生来自各个阶层，并没有对卑贱者

的歧视。孔子君民关系思想中也有可取的地方。如《论语

·颜渊篇》中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论语·尧曰篇》中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重：

民、食、丧、祭”；“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毛泽东对

孔子君民关系思想中的这些积极因素采取吸收的态度。

在延安财政经济困难中，毛泽东运用《礼记·大学篇》生财

有大道的观点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

者舒，是要垮台的。”呼吁全党重视财政经济工作，重视开

源节流［８］４６６。

但是，毛泽东对孔子重民、民本思想的目的在于重视

民力、使用民力，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是批判的。１９４３年８
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
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

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

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仁者爱人”并

不是爱所有的人，不是爱劳动人民，爱剥削者也只是剥削

者的一部分。

关于“中庸”，《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所认为的大家长久缺乏的最

高道德的中庸包含哪些内容呢？一是中，即用中。

《论语·先进篇》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尧曰篇》讲

“允执其中”。《论语·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

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礼记·中庸篇》

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二是和，即中和。《论语·

学而篇》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篇》子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记·中庸篇》认为，“喜怒

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三是时，即时中。要依时而行，顺时而作，珍惜时机，

不违农时。《论语·学而篇》子曰：“使民以时。”如何做到

中庸？一是慎，即慎言慎行。《论语·泰伯篇》引用《诗经》

的话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述而

篇》记载，孔子愿意与其共事的人“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

成者也。”《礼记·中庸篇》认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惧乎其所不闻。”二是诚，即诚信。在《论语》中是一个“信”

字，如“敬事而信”、“主忠信”等。在《礼记·中庸篇》是一

个“诚”字，“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

者也。”

毛泽东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指出：“‘过

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

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

‘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

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

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

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

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

‘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

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

‘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

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

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

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

地解释一番。”［１３］１３１－１３２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庐山会议上，毛泽
东在批评彭德怀的同时，引用了孔子“狂者进取，狷者有所

不为”的话，表达了对彭德怀的希望。毛泽东对孔子关于

狂者和狷者虽不如中庸，但有可取之处，值得尊重与交往

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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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上，毛泽东

是吸取了中庸的中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的。

统一战线中有差异和斗争，没有差异和斗争的同一，

也就没有了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一方面讲

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就这不是自相矛盾

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

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

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

有学通马克思主义。”［１４］

国家间的关系中更有差异和斗争。中国和印度一起

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维护独立和差异基础上的和

平共处。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观点，是对孔子“和而

不同”思想的传承和发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毛泽东与来访的
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

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

样性是世界的实况。”［７］３６４毛泽东表达了在尊重国情、维护

独立的基础上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和而不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国共产

党搞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深远的文化渊源，也是后来搞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深远的文化基因。

毛泽东对中庸中戒慎恐惧的方法也是肯定的。他主

张在工作中采取孔夫子讲过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

态度［１５］。

毛泽东对中庸思想中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从未笔下留

情。他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

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

思想的基础。”“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１６］３６４，３８０中

庸是否就等同折衷主义，这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

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对中庸采取过激批判的态度，这是其晚

年过激性错误的表现之一，也是“文革”悲剧发生的原因

之一。

六　孔子的有些思想毛泽东批判了一
辈子

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开展过两大运动，一是学习运动，

一是生产运动。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高扬了孔子的好学

精神，但在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则批判了孔子不喜欢劳动的

缺点。

《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

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

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

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微子篇》记载丈人批评子路

和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
大会上讲话时说：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

不耕地。几天后，毛泽东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

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

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

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

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

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

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

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

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

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５］５６８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共山东曲阜县委上送的报
告上写下的批语中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

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

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

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

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

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

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

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

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

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去看看这

个合作社。”［７］４５４－４５５

对《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毛泽东是彻底否定的。据《北京日报》１９７７年９月
２５日的一篇文章回忆：１９７５年春，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
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会诊

眼病。毛泽东望着他反复地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毛

泽东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吧？”唐大夫笑着点点头。毛泽东又接着说：“你可

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讲的‘由之’去

做。”毛泽东当即吟咏起鲁迅的《悼杨铨》这首诗：“岂有豪

情似归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

哭健儿。”

《论语·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毛泽东不赞成孔子这段话，尤其批判“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

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

是会逾矩的。”［６］２８４这里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

个怀疑态度。后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判道：“经验是永

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

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

是吹牛皮。”［１７］３１４

毛泽东反对将孔子思想教条化，反对将其精华和糟粕

兼收并蓄禁锢国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以孔

子思想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是不

行的。“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

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

也是不能不反对的。”［１８］３６３，３６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现在的时代远远超过了

孔子的时代。他指出：“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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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一点吧。”“比孔夫子走得宽。”［７］４０２，４７８就中学教育的内

容而言，毛泽东认为：“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

呢。”［１９］２４５毛泽东指出：“孔夫子没有见过汽车、飞机，当然

更不会开汽车和飞机，也不会开人民代表大会。可是我们

就进步了，我们现在能坐汽车和飞机，也会开人民代表大

会。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人看我

们，那我们又很落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孔夫子十分落后是

一样的。”［２０］１１９

毛泽东还说过，“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

夫子。”［７］４９０这句话告诉我们，既不要迷信孔子，也不要忽

视孔子的历史作用。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许多珍贵品，如

经过毛泽东传承的孔子的好学精神、躬行的精神，还需要

今天的人和后来的人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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