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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毛泽东回答的几个大问题

■ 郭红军 杨明伟

[ 摘 要 ]1949 年，毛泽东关注、思考并回答了一系列关系新中国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回

应经济悲观论调时，毛泽东强调，我们“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关

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构架，他强调，“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对外国势力的干涉，他强调，要搞清楚反动派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关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表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万岁”。

这些回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构想、追求、态度，反映了他们的立场，表达了高度自信。

[ 关键词 ] 毛泽东；新中国；现代化；独立自主；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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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的路，不忘初心！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在 1949

年回答的一些重大问题，会给我们许多关于初

心和使命方面的启示。

1949 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人民经过 28 年艰难探索和浴血奋战，迎来

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的历史新纪元。

这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上，通过了一份由毛泽东亲

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其

中明确写道：“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

新的时代。”［1］作为引领时代的伟大人物，站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关注、思考并回答

了一系列关系新中国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复述这些问题的全部，

仅就 1949 年的一些片断作些简述。

一、回应经济悲观论调：“善于建设

一个新世界”，“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

要好些”

打破一个旧世界不容易，而建设一个新中

国更不容易。自 1948 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1］《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48 页。　

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筹建新中国的历史

大剧，就此拉开了序幕。

1949 年，在中国共产党着手筹建新中国的

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经济悲观论，这种论

调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了党内，就像毛泽东

指出的：“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

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这种“糊涂思想”，

将从根基上严重影响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重点作了解答。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用了 9

天时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新中国

成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上毛泽东

分别在开幕时的报告和闭幕时的结论中，对我

们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

思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提出了促进革命迅

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了革命在全

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

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

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

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

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

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

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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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次会议还为我们党留下了一份至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即后来无论在任何国际国内形势

复杂变化中，无论我们党面临何种复杂环境和

伟大斗争，全党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坚

定信念和精神状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

也恰恰是这个时候，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

倾向，一种是骄傲自满、功成名就的思想状态，

一种是本领恐慌、畏惧悲观的“糊涂思想”。

这两种思想状态都不利于我们党去引领即将到

来的伟大时代。

对前一种错误倾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

诫大家：“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

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

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

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

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

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

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

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

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

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

泽东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现在就必须

向党内讲明白。”［2］这就是毛泽东给全党的回

答，因此才有“两个务必”的告诫和提醒。

后一种错误倾向，主要反映在即将接管城

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上，从而引发了经济上

的悲观论调。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较大

的篇幅专门回答这个问题，概括起来，是以“一

总七分”的方式回答的：

一总，即总体上的回答，主要针对的是那

种认为中国工业现代性不足的顾虑。毛泽东指

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

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8-143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8 页。　

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

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

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

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

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

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3］由此可见，

我们党正是基于对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的正确

认识，才作出后来一系列政策上的正确决断。

明确了我们党在经济战略和策略上的重要

任务以后，毛泽东分别从七个方面，批评了“左”

和右的观点，阐明了我们党领导新中国经济向

“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产

生和发挥领导作用，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

已经具有的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具有进步性

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无产阶级政党

产生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

命的资格。

第二个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党领导的

土地所有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基础。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

具有落后性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但是，

我们党领导进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取得了

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

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4］。

第三个方面，毛泽东判断，国营经济将是“整

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当时，中国的现

代性工业的产值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

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

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

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

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

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

质的经济。

第四个方面，毛泽东提出，可以利用资本

主义，但必须有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要有利

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中国的私人资本主

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在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0 页。　

［4］《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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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

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

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

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被限制地发展，“限

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

争的主要形式”。

第五个方面，毛泽东提出，对占绝大多数

比例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加以引导，组

织合作社，不能放任自流。“占国民经济总产

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

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

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

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

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

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

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

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

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

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

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

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

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国营经济是社

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

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

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

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

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 六 个 方 面， 毛 泽 东 提 出， 新 生 的 人 民

共和国，在内外贸方面要分别采取节制和统制

的 基 本 政 策。“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国 民 经 济 的 恢

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

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

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第七个方面，毛泽东进一步批驳经济悲观

论，明确指出，不能只看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面，

更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奋斗

精神。“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

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

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

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

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

的。”

详 尽 地 说 清 了 上 述 总 体 任 务 和 七 个 方 面

的依据以后，毛泽东最后肯定地回答说：“对

于 中 国 经 济 复 兴 的 悲 观 论 点， 没 有 任 何 的 根

据。”［1］

有了上述科学、求实的分析，毛泽东提出，

只要我们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

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尽可能多

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

力量和基础力量，那么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

就能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

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

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

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

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

好些。”［2］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既看到了我们存在的

不足，又找到我们的优势和长处，指明了发展

的方向。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驳斥经济悲观

论时的自信和坚定，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当时社

会上流传的一种“共产党军事上打 100 分，政

治上打 80 分，经济上打 0 分”的错误论调进行

了有力驳斥。

二、讲清政治制度构架：“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 年 6 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构

架已见雏形，建立新中国的日程也日益紧促。

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建立

新政权、走向全国执政的时候，必须清楚地回

答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什么

样的政治制度。为了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个至关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1-1434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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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对秘书胡乔木提出：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1］他本想让胡乔

木来承担这个任务，但胡乔木的初稿起草出来

后，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据胡乔木回忆：“稿

子写出以后，结果没有用。毛主席自己写了纪

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

政》。”［2］

亲眼看到毛泽东写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的胡乔木，后来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这样

说：“在政治方面，国体政体是建立新中国时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 1949 年 1 月会议上，

毛主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

释。”“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

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

半年以后，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论人民民主

专政》，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关

于政体问题，毛主席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论》

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主张，认为人

民民主专政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体制的各级人

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

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3］毛泽东之所

以要亲自“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就

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政治

高度和理论深度上讲清楚，就会出现混乱。毛

泽东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把这个

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讲清楚了。

1949 年 6 月 30 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

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7 月 1 日，这篇

文章由《人民日报》头版整版刊出。这篇论文，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

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文

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

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

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

［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01 页。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60 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533、535 页。　

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文章

特别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

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

就 是 我 们 的 主 要 经 验，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主 要 纲

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

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

步地走到目的地。”［5］

毛泽东在写作这篇重要论文的时候，始终

保持问题意识，许多内容是从回应和回答问题

的角度着眼的。比如，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

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你们独裁”时，

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

讲对了。”他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

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一回答，充分反映了

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他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

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

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

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

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

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特别强调了这种

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

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强调

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制度，

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

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他们实行

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

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6］这种

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把握和创新发展，

是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高度自信的表现。

对为什么要叫“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

毛泽东在 1949 年初会见来华了解中国革命进展

和即将建立新政权情况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米高扬时，作过这样的解释：“这个政权的性

［4］《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0-1481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1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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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

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

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

合适、更为合情合理。”［1］毛泽东还说明，这

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

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中国共产党

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

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除了在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外，毛泽东还特别注重实践的发展。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后，毛泽东随时注意地方各级人民政

权的建设，他亲自发现并总结推广了一些地方

的民主建设经验。比如，他推广过华东地区的

经验，1949 年 10 月 13 日，为转发上海附近松

江县创造的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毛泽东起草了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

提出：“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

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

大会（应为代表会议）来，并能开得好，那就

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

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

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

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他还要求

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

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2］再比如，

10 月 30 日，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效仿华北各

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即强调各

地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

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

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

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

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

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

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使每个代表都有发

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议的关键；各界代表

［1］ 师哲：《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党的文献》

1991 年第 6 期。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17 页。　

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3］又比

如，他还推广过华南地区经验。11 月 27 日，他

要求把广东的经验推广到华中局、华东局、西

北局等地，提出：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

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

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

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

开一次。并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注意

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4］

总之，回答新中国的制度问题，毛泽东既

有顶层设计上的系统思考，又有关于基层探索

的深刻总结。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

制度自信，向世人昭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在制度上的坚定选择。

三、应对外国势力干涉：搞清楚反动

派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

备斗争”

如何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

如何在西方侵略者惯用的谎言手段面前教育人

民搞清真相、分清敌友，这是当时我们党面临

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在重大历史关头，会出现

有模糊认识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

对这样一些人，需要“进行说服工作”。［5］

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时候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

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

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

自己的警惕性。”［6］这种“破坏和捣乱”，在

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没有停止过，为此，毛泽东

告诫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

取教训”，“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

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

［3］ 参 见《 毛 泽 东 年 谱（1949-1976）》 第 1 卷， 第

33-34 页。　

［4］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第 50 页。

［5］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9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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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1］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院于 1949 年 8 月

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

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

信。白皮书详细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 1949 年

的 5 年间，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

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最后遭到失败的经过，公

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但却

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

“对中国的友谊”。还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

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

控制”。

这份白皮书，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

的真实记录，从另一方面展示了美帝国主义者

侵华的罪行。为了帮助党内外人士提高警惕，

并说服一些思想糊涂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

人”，毛泽东通过修改或起草新华社社论等方式，

亲自做工作，并号召：“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

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2］

经毛泽东安排部署，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连续以新华社社论形式，

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六篇评论。这六篇评论中，后五篇是毛泽东亲

自撰写的。这些重要社论文章，揭示了美国对

华政策的真正面目，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

略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了国内一

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中，

毛泽东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

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

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警告说：“捣乱，失败，

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

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并提醒人们：“斗

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13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9 页。　

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

逻辑的。”［3］

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社论中，毛泽

东揭露了美国试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

政策，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并指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

等 存 有 糊 涂 思 想， 对 美 国 存 有 幻 想， 因 此 应

当 对 他 们 进 行 说 服、 争 取、 教 育 和 团 结 的 工

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

当。”［4］

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社论中，

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领导的

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

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

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

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

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

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

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

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

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

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

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

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

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

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

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

方法，教育人民。”［5］

在《“友谊”，还是侵略？》这篇社论中，

毛泽东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友谊”

还是侵略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当

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毛泽东列

举了 1840 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

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6-1487 页。　

［4］《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95-1496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02-1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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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

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

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1］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社论中，毛

泽东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

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原因在哪里的问题。毛泽

东深刻指出：自 1840 年到 1919 年间的 70 多年

中，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反抗中，“中

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

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

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

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

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

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

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

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

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毛泽东明确告诉人们，是自 1917 年俄国十月革

命以后，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

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

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

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在回答“马克思列

宁主义来到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

有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

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因此，

他提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

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

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

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

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

还批评说：“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

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

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

的历史观。”毛泽东在文章中用大量的事实说

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

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

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

［1］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05 页。　

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

通过这些回答，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世人：

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对

帝国主义者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要建立的

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一个

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中华民族被压迫和

被侮辱的日子，将永远成为过去，我们已经站

起来了；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中

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才有了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

个全新的中国，已经翻开了“从此站起来了”

的时代篇章。

四、回应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万岁”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新中

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两个字，赫然写在这个国家的国名上。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这个国家的领导力

量与人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也是建立新

中国需要回答清楚的重要问题。

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毛

泽东早在革命时期的理论论述和实践探索中，

就作过明确回答。在这些回答中，人民立场是

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

益、完全彻底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是我们

党人民性的体现，也是这个党建立政权的根基

和出发点。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过，除了“理论

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

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外，“我们共

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

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

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

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

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

建立一个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毛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4-1516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94-10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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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认为，更应该把“人民是什么”这个问题

讲清楚，把领导力量与人民的关系搞清楚。因此，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

刻阐释了“人民”概念，回答了“人民是什么”

的问题。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

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1］他特别强调了人民民主政权

对待人民和对待反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我

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

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

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

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

方法”。［2］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文章中，毛泽东在解释清楚了“人民是什么”

的概念后，还反复提到“中国平民”“一般平民”

的问题。在谈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一般平民”

长期以来所受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即

垄断资产阶级等的专政工具压迫的情形时，他

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

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

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

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3］毛泽东所

表达的这种人民立场，以及人民意识、平民意识，

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宗旨。

在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即

将走上全国执政的政治舞台的时候，站在历史

的新起点上，毛泽东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共

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清晰地表达自己执政的根本

立场和根本宗旨。因此，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还特别讲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

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

主专政的政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党主张党

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6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8 页。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

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在中国共产

党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更要明确而深刻地回

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

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的国

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

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

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4］

有了这样的理论宗旨和思想基础，当真正

面对人民的时候，特别是得到人民由衷地欢呼

拥护的时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被

胜利和拥护冲昏头脑。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

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人民群众在游行

时欢欣雀跃地高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响亮口号。

面对这一场景，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思想冷静，

他高声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5］

这句“人民万岁”，恰恰体现了他的人民立场。

在迎来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之际，重温毛泽

东当年对新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对我们

今天应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依然有方法论上

的启示。同时，回望来时的路，也会进一步增

强我们的初心意识和使命感，增加我们在新时

代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的精神动力，增强我们

进一步做好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本文系 2018 年度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研究基地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方法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

号为 2018jd026）

﹝作者郭红军，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贵州贵阳 550025；杨明伟，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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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6 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第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