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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探析

■ 唐正芒 王 娟

[ 摘 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不怕鬼”的

论述，并指导编辑出版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在毛泽东看来，世界上存在很多“类似鬼的东西”，但

越怕“鬼”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要想打倒“鬼”，必须在战略上藐视“鬼”，在战术

上重视“鬼”。毛泽东“不怕鬼”的论述，对于鼓舞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勇敢斗争、

克服困难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并传播到海外，使世界人民“得到一次教育”。重温

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对于激励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 关键词 ] 毛泽东；“不怕鬼”；敢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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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前进道路上，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不

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

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并把“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新征程

上“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1］坚持敢于

斗争，不仅是走好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党

百年奋斗得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回顾历史，

毛泽东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遇到外部势力

对中国攻击、挑衅、打压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困难之时，就发出了“不怕鬼”的号召，强调

不要惧怕包括反华势力在内的国内外各种“鬼”，

要敢于和善于同“鬼”斗争，敢于和善于战胜

困难，显示出非凡的胆识与斗争艺术。本文拟

从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影响的角度，对

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作一些梳理和分析。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一、毛泽东提出“不怕鬼”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国际形势动

荡而复杂。中国遇到了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

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西方帝

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

大合唱”［2］。美国一方面对中国持续采取制裁、

封锁、包围和打压的政策，并干涉中国内政，

插手台湾问题，纵容蒋介石以金门、马祖等岛

屿为基地对中国大陆沿海实行侵袭和破坏，意

在制造“两个中国”；一方面对中国推行“和

平演变”战略，企图促进社会主义世界“内部

的分化”，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英国

等其他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对中国也采取敌视

态度，借机攻击、分裂中国。1959 年 3 月，英

国帝国主义分子、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

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干涉中国内政；1959

年 8 月，印度军队武装袭击中国边境，中印在

边界爆发军事冲突。中苏则从 20 世纪 50 年代

后期开始，矛盾与冲突逐渐加剧，集中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另一方面是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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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

世界的战略”［1］。中国逐渐处于与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

在国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困

难局面。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由于急于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中央和地方对经

济规律和实际经济形势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

能动性，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急

于求成、盲目冒进，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破坏。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在北戴河会议上通

过，随后以“一大二公”“大办公共食堂”为

主要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

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脱

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挫伤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席卷了全国

多个粮食高产区，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大量农

村人口陷入饥荒。这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遭遇巨大的困难。

为了抵御来自多方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

和军事压力，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种种

困难，毛泽东不仅在许多场合作出关于“不怕

鬼”的重要论述，还提议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的小册子，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以“不

怕鬼”的大无畏精神开展工作和斗争，并战胜

各种“鬼”。1959 年 5 月 6 日，毛泽东在会见

苏联、匈牙利等 11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

驻华使节时曾说：“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

一本小册子。”［2］后来此书编撰工作由中国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担任。1959 年夏，

此书编撰工作基本完成。庐山会议后，毛泽东

又指示何其芳将已编撰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

稿予以精选充实，并要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

写一篇序言，送他审阅修改。1961 年 1 月 4 日

和 1 月 23 日，毛泽东两次与何其芳谈《不怕鬼

的故事》序言修改事宜。1961 年 1 月 18 日，毛

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同与会者谈到这本小册

子。他说：“我也 60 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

［1］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33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38 页。　

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3］之后，《不

怕鬼的故事》一书于 1961 年 2 月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从中国历代笔记小

说中精选的 60 多篇打鬼、斗鬼的文言小故事。

由何其芳几易其稿、经毛泽东多次审阅批改的

该书序言，也于 1961 年 2 月在《红旗》杂志和《人

民日报》正式发表。

二、毛泽东关于“不怕鬼”论述的                           

主要内容

围绕“不怕鬼”，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刻，讲清了“鬼”

是什么、为什么不要怕“鬼”、如何对“鬼”

进行斗争等问题。

（一）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

东西”

鬼在中国神话故事中经常出现，是古人封

建迷信思想的产物，比喻让人惧怕、不可战胜

的事物和力量。但毛泽东所指的“鬼”并非神话、

迷信意义上的鬼，而是那些富于反动性、危害性、

阻碍性、破坏性、恐吓性等类事物的象征或借喻。

1961 年 2 月 5 日，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不怕鬼

的故事》序言就曾指出：“世界上并没有过去

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

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

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严重的天灾，一部分

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

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

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

似鬼的东西”［4］。可见，毛泽东所说的“鬼”

具有多重指代，并与现实紧密结合。总体来看，

毛泽东所说的“鬼”大致具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是指国际上一切帝国主义及国内外反动

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将日本帝国主义

称之为“鬼”，他说：“‘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我认为它就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专打妖魔

鬼怪，我们有了这个‘打神鞭’就什么都不怕，

［3］  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12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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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打冒失鬼——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打怕

死鬼——汉奸。”［1］毛泽东将日本侵略者与汉

奸卖国贼视为“鬼”，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将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视为“鬼”具有内在一

致性。1959 年 5 月 6 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匈

牙利等 11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

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

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

的走狗、反动派。”［2］基于上述论述可知，毛

泽东所说的“鬼”，即代指一切需要奋起反抗

斗争的压迫力量和反动势力，这是毛泽东心目

中“鬼”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 是 指 国 内 严 重 的 自 然 灾 害， 即“ 各 种

自然灾害都是鬼”［3］。从 1959 年开始，全国

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463 万公

顷［4］，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

安 徽、 湖 北、 湖 南、 黑 龙 江 等 省 区。1960 年

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

1961 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

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

一年最低水平又大幅度减产。自然灾害造成的

大面积减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

威胁。因此，“严重的天灾”自然也被毛泽东

列入“鬼”一类的东西，需要全国人民奋起斗

争和战胜。

三是指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及遇到的

挫折、阻碍等。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曾

对毛泽东关于“鬼”的界定作过说明，他指出：“遇

到困难或挫折，说是‘碰了鬼’。我们前进中

发生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说是‘出了鬼’。

［1］《关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献选载》，

《党的文献》1995 年第 4 期。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51 页。　

［3］ 王任重：《来一个“打鬼”运动——写在不怕鬼的

故事前面》，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来一个“打鬼”运动》，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 页。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7 页。　

鬼都是要作祟的。”［5］毛泽东十分强调，搞社

会主义建设要敢想、敢干，要有“不怕鬼”“不

信邪”的锐气和志气。他经常指示各级领导要

以“不畏鬼”的精神努力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克服种种困难挫折。如 1961 年 12 月，他在听

取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汇报时，就强调要

以“不怕鬼”的勇气战胜困难。他说：“不要

怕鬼”，“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

去战胜困难。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

有希望”。［6］

（二）“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

有鬼了”

毛泽东认为，不要怕“鬼”，越怕，“鬼”

越多，不怕“鬼”，就没有“鬼”。1958 年 5 月初，

毛泽东与秘书林克谈话时就曾对此作过精辟的

论述，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

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 ? 还是不怕它好……鬼

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

有鬼了。”随后毛泽东举《聊斋志异》里狂生

夜坐的故事来阐明他关于“鬼”的思考：“不

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

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7］在毛泽东看来，

畏惧“鬼”，“鬼”就会害人，不怕“鬼”，“鬼”

最终就会被征服、会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支持并武装蒋介

石集团，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

国领土主权。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在美国纵容

下，蒋介石集团频繁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

破坏活动，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破坏、中断自

1955 年 8 月以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58 年 7

月，蒋介石趁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之机加紧军

事演练，对大陆进行更为猖獗的破坏和骚扰活

动，并伺机“反攻大陆”。为此，党中央和毛

泽东决定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打击美帝国主

［5］王任重：《来一个“打鬼”运动——写在不怕鬼的

故事前面》，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来一个“打鬼”运动》，

第 1-2 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 页。　

［7］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缅怀毛泽东》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40-441 页。　



69

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 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探析

义侵略行为，迫使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沿海

岛屿撤军。毛泽东强调，“金门炮战，意在击

美”［1］，并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2］

的军事指导方针。炮击金门后，美国迅速在台

湾地区集结重兵，并威胁中国共产党要将侵略

势力扩大到金门、马祖等岛屿。针对美帝国主

义 的 战 争 威 胁 论 调，1958 年 9 月 5 日， 毛 泽

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怕，它

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

打， 二 者 选 哪 一 个 呢？ 还 是 怕 好， 还 是 不 怕

好？”［3］“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

打了再建设。”［4］这极大地显示了毛泽东不惧

怕战争挑衅、不惧怕霸权主义的精神。1959 年

4 月，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

“《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

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

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

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5］可见，我们炮击金门，

对美国及蒋介石集团等“鬼”进行打击，“鬼”

反而不敢作祟了；不怕“鬼”反而把“鬼”震

慑住了。

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

国势力策动下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制造“西

藏独立”。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迅速采取一

系列措施。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

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

（草案）》，指出在叛乱地区，一边平息叛乱，

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6］在党中

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

迅速平定叛乱，粉碎了西藏反动分子及外国势

［1］《毛泽东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818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8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12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12 页。　

［5］  陈晋：《在“不怕鬼”的背后：毛泽东指导选编〈不

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1993 年第 3 期。　

［6］  参见《毛泽东传》（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895 页。　

力分裂中国的阴谋。5 月 6 日，毛泽东会见苏联、

匈牙利、保加利亚等 11 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

谈到西藏问题时说：“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

怕他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

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7］他还说：

“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

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8］5 月 10 日，毛泽

东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再次就

西藏问题指出：“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

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9］

他还问及德国文学中是否有这种说明有人怕鬼、

有人不怕鬼的材料。随后他谈到：“马列主义

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

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

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10］在

毛泽东看来，不怕“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的一条重要原则，“鬼”是怕不得的，越怕就

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

综上而言，从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及

平息西藏叛乱的决策来看，毛泽东始终保持着

敢于同“鬼”斗争、战胜“鬼”而不为任何“鬼”

所吓倒、所阻碍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正如他

在《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的发问：“难道我

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

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

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11］当然不是，

相反，只有不怕“鬼”，敢于同“鬼”斗争，

才能战胜“鬼”、消灭“鬼”。

（三）在战略上藐视“鬼”，在战术上重

视“鬼”

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谈《不怕鬼的故事》

序言修改时，指示何其芳在序言中加入战略战

术方面的内容。即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鬼”、

不怕“鬼”、敢于同“鬼”斗争。“除了战略

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38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38 页。　

［9］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 201 页。　

［10］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 202 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序”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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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

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1］在毛泽东看来，

与“鬼”斗争同样要讲究战略战术，“必须既

在战略上藐视，又在战术上重视”［2］。

如何理解“在战略上藐视‘鬼’”？毛泽

东首先在哲学层面作出回答。1961 年 1 月 16 日，

毛泽东在批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了一

段文字：“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

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1 月

24 日，毛泽东再次批阅何其芳修改稿，将原来

加入的文字修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

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

对方的地位转化的。”［3］该段文字的修改，更

加强调了“斗争”的意味。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斗

争”，事物双方的地位才发生转变，这是事物

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因此，一切“革命工作

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十分渺小的存在”［4］，“都

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

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5］，

我们应当完全藐视它们。所以，对待包含困难

和挫折在内的一切“鬼”一类的东西，我们都

可以藐视并战胜它。

既然在战略上要藐视“鬼”，那么就要解

放思想、破除对一切类似于“鬼”的事物的迷

信。毛泽东指出：“如果心存怯弱，思想不解

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

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

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

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

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6］可见，在毛泽东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518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11 页。　

［3］《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33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11 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11 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2 页。

看来，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念、迎难

而上，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战略上

藐视“鬼”，破除对各种“鬼”的迷信。为此，

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破除迷信、解放

思想。1958 年 7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与非洲青年

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

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

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

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

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我们要在人民中慢

慢改掉这种思想”［7］。1960 年 5 月 7 日，毛泽

东在与非洲 12 国代表谈话时说：“我们很高兴

地看到非洲朋友有那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

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

不怕帝国主义了。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

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

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

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白种

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

们干的好些。”［8］毛泽东不仅谈及破除对帝国

主义的迷信，而且还强调，“现在是帝国主义

怕我们的时代”［9］。他分析指出，从二战以来，

帝国主义反动力量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对比已然

发生巨大变化，世界革命力量日益增强，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力量日渐衰落。新生的

革命力量战胜腐朽的反动力量，被压迫被剥削

的人民战胜压迫者剥削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10］由此，毛泽东反问道：“难道按照

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

怕它们吗？”［11］所以，不需要惧怕西方帝国主

义及亚非拉国家中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一切反动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82 页。　

［8］   熊向晖：《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

《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5 页。　

［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00 页。　

［10］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

事》，“序”第 3-4 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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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要破除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的迷信，

扫除落后的“怕鬼”思想，敢于同一切“鬼”

作斗争，不“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低头屈膝”［1］，

不做“二十世纪里的怕鬼的人”［2］。

除了强调在战略上藐视“鬼”之外，毛泽

东还指出要在战术上重视“鬼”，认真研究它们，

从中取得必要的经验教训，并寻找出战胜它们

的有效办法。《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指出：“总

的来说，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

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

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

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

得胜利。”［3］《不怕鬼的故事》中有很多故事

突显出战术上重视鬼的重要性。比如《聊斋志异》

中的《妖术》篇和《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

篇，都是讲主人公战术上重视鬼，认真对付，

最终以正确办法制服鬼的故事。毛泽东喜欢读

《妖术》篇和《宋定伯捉鬼》篇。在同何其芳

的谈话中，他从战术角度评价道：“《聊斋志异》

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

就有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

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

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

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

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4］显然，毛泽

东讲于公和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是要强调，对于

“鬼”，在战术上要重视，要通过正确办法和

谋略将其战胜。在毛泽东看来，对待每一个具

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

的场合”［5］，都要善于斗争，要讲究不同的斗

争艺术，利用智谋最终达到打倒帝国主义及形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6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6 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13-14 页。　

［4］孙宝义、刘春增、周桂兰：《听毛泽东谈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7 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序”第 13 页。　

形色色反动派等“鬼”的目的。

早在 1946 年毛泽东就提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6］的经典论断。1948 年，他在《关

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进一

步指出：我们“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

外敌人”［7］。但紧接着他强调，“在每一个局

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

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

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8］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

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

论原则。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所提倡的

“在战略上藐视鬼、在战术上重视鬼”，正是

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

三、毛泽东关于“不怕鬼”论述的                 

重要影响

1961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约见何其芳时说：

“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

起来了。”“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

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9］毛泽东指导编辑出

版《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要使广大干部群众

通过阅读、思考、实践，扫除落后的“怕鬼”

思想，从而更好地克服来自国内外的各项困难，

团结一致奋斗，建设社会主义。而广大干部群

众在结合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深入学

习《不怕鬼的故事》后，切切实实增强了同各

种“鬼”开展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不怕鬼的

故事》和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还传播

到了国外，使世界人民“得到一次教育”。

鼓舞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进行勇敢斗争。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倡导的

不畏“鬼”且敢于打“鬼”的精神，增强了中

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同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作斗争的勇气。1958 年 7 至 8 月，

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

［6］《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195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7 页。　

［8］《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7 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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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联合舰队，毛泽东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坚决

拒绝。1960 年 7 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苏联

援华专家，废除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让

我国本就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在毛泽东等领

导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发扬自强自立、不依

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迎难而上，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向前推进。1961 年底，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再

次掀起反华反共浪潮。毛泽东在无锡召开的座

谈会上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

搞联合反华，但我们不怕孤立，也不会孤立。

这些人总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在我

们这边。真理在我们这边。我们顶得住，我们

很乐观。”［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不

怕鬼”的精神对外部势力的侵略威胁、战争挑

衅和军事压力进行斗争，抵抗住了各方压力，“维

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2］。

激励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披荆斩棘。

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是由于倡导“不

怕鬼”，我们党正视问题和困难，带领人民积

极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扭转了工作中的被动局

面，使形势逐步向着好的方面转变。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

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提出整风整社和

渡过困难的 12 条政策，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为

克服严重困难作出的重要部署。11 月 28 日，毛

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

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

对“大跃进”以来的急于过渡问题作了深刻反

思和政策调整。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

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并要求 1961 年成为调查研究年、

实事求是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即“农业六十条”）正是这次全党大调查的

丰硕成果，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

一些问题，从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党中

［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档案局编

《毛泽东在江苏》，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7 页。　

［2］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第 536 页。

央又相继制定其他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工

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等，进行全方位的

国民经济调整，使国民经济持续好转。1962 年

2 月 6 日，邓小平就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我们党历来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的”，

不能因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有那么一些缺点错

误，“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

来了”。［3］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认清了形

势，提升了思想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在

经历国内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后，

中国人民重新振奋起来，鼓足干劲，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在工业、农田水利建设、国防尖端

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使世界人民“得到一次教育”。20 世纪 60

年代初，《不怕鬼的故事》被翻译成多种外文

出版，促进了“不怕鬼”有关论述的国外传播。

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这本小册子，多次在外交

场 合 谈 及《 不 怕 鬼 的 故 事》。1962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说：“日

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

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

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

了。”［4］接着他又说，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不

怕鬼的故事》，还问陪同会见的廖承志，有没

有日文本的，如果有，就送他们每人一本。同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

表团谈话时也说，“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

事是可以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

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就是

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过一本书，

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法文版，你

们见过吗？如找到英文、法文的，可以送给你们。

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的书，很有意思”［5］。

毛泽东亲自向外国友人赠送《不怕鬼的故事》

一书，其重要目的就是要“使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26 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89 页。　

［5］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17-5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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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1］。

毛泽东有关“不怕鬼”的论述深刻说明了

只要我们“不怕鬼”，“在战略上藐视鬼、在

战术上重视鬼”，“善用谋略同一切鬼作斗争”，

一切“鬼”终会被打倒的道理，其背后反映出

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工

作方法。中国人民拿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

无豪杰怕熊罴”［2］和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3］

的英勇气概，不畏敌对势力、不惧强权政治、

不怕艰难险阻，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扭转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局面，在严峻复杂的国际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52 页。　

［2］虎豹比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

力，熊罴比喻现代修正主义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参见《毛

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3 页。　

［3］“害人虫”比喻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

主义及新霸权主义。参见《毛泽东诗词集》，第 115-116 页。

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

著成就。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

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

认真领悟其中的思想意蕴和方法论意义，从而

为进行伟大斗争，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滋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毛泽东

日常谈话的收集整理与考证、运用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9ADJ008）

〔作者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

中心教授；王娟，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生，湖南湘潭 411105〕

（责任编辑：茅文婷）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要目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时代十年         （李正华）

    国家现代化目标的丰富提升             （郑有贵）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                                      （李  文）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                                  （欧阳雪梅）

    新中国华侨植物引种历史的考察 

                                               （张  行  明艳林）

    1970-1972 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

      未定论”的破产                         （连晨超）

拓展新时代政治史研究的微观视角刍议

    ——以政治站位相关概念为      （冷兆松）

新中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探析      （张  璐）

从水土流失治理到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中游地区的

  水土保持                                    （王瑞芳）

2012-2022 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 

    现状评析                                    （倪春纳）

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认知与评价 

                                                            （孙  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时代国史研究

   ——第二十二届国史学术年会述评（宋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