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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赏析

张思德，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而家喻户

晓；为人民服务，因毛泽东称颂张思德的业绩风范而深入

人心。张思德，生前在中央警卫连当战士，1944年9月，

因烧炭窑崩塌而牺牲。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为其

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并发表讲演，演讲稿

整理出来后刊登在《战卫报》上，延安《解放日报》转

载。1953年，该文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

集》。

一、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为人民服务》仅700余字，揭示党的性质和宗旨，

表明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职责使命的宣言书，是党魂

的高度凝练。

阐述党的立场和革命队伍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是

从哪里来的？其职责和使命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

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

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是共产党的

价值观，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和方法的集中体现。

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生命意义。毛泽东引用

司马迁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

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

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的。”人民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

是人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

是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在人民心中，就比泰山还重。

号召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毛泽东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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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共同目标，就是“解救受苦的人民”和“取得

全民族的解放”，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解放。只

有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建设光明之中国，光明之世界，

才能彻底解放全人类，最终解放工人阶级本身。为实现这

个理想，就难免有牺牲，而“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

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是判断革命者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凡是不符合人民利

益的言行，都要改正。因此，如果共产党人有缺点、有错

误，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应虚心接受批评。毛泽东在演

讲中提到采纳李鼎铭“精兵简政”建议，强调“只要我们

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

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毛泽东发表演讲之后，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的座右铭，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事业前进的精神力

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渊源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结晶，反映了时代要求、革命要求和人民要求。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来源。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为什么人谋利益”“为什么人

服务”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

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也说，无产阶级文学“不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读《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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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贵族、富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

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其

中的核心内容，是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

人”。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来源。忠

于国家、利国利民是传统文化的精神。贾谊提出“国而忘

家，公而忘私”的家国情怀；诸葛亮诠释“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范仲淹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岳飞践行“精忠报国”的人

生志向；顾炎武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

识；林则徐表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高尚品质；颜元秉持“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为最大功

利”的为民取向。这些都体现出为国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

品质。

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源。党领导的

社会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也就是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运动。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随着

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党和毛泽东的文献

中，经常提到“援助工人阶级”“帮助群众生产”“改善

群众生活”“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

放”等观念，包含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39年2月，毛

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提

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

出，“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共产党领导的军

队“唯一宗旨”。中共七大党章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

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三、把握为人民服务的内涵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

题。”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谁的利益，为谁干事创业，

这是任何政党的出发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

队。”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以最

广大群众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政

治上讲，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从伦理上

说，人民服务是党员的价值取向。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

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准，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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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度上说，

共产党人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有“毫无

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时间上说，共产党员应该终其

一生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个人利益与党

和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做出牺牲。

“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

的利益而奋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不是救世主，不能把党和政

府的法令、政策当作对群众的恩赐。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人民好比土地，党只有同人民结合起来，才能生根、开

花。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动员

和组织人民群众，使群众自己认识真理、自己解放自己。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把人民群众比作上帝，党和人

民群众一道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有什么挖

不平呢？

“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共

产党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为人民服务，就要处

处想到群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群众路线是马克思

主义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

来，转化为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使

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

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

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党的性质决定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党的理想

信念、宗旨使命和实践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

集中体现。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

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

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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