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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无产阶级荣辱观之特色

口袁纪玮 [绵阳师范学院绵阳62looo]

口李惠蓉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610054]

[摘要]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批判地汲取中

国历史上有关荣辱观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

文重温毛泽东的荣辱观，旨在认识毛泽东同志荣辱观的重大现实意义，从而增强坚持社会主义荣辱

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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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逐步形成的对荣誉、耻辱的根本观念和总体态度。它

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荣辱范畴的集中体现，是

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核心理念，对于践行社会主义公民

道德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提出了

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了进一

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我们今天重

温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无产

阶级荣辱观的形成和基本特点等方面的分析、探讨，

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解，以此来增强人

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坚定性。

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形成

一个时代的荣辱观，是一个时代主导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一个人以何为荣，视何

为辱，反映他的社会价值取向，构成了价值观的一个

重要方面——荣辱观。荣誉与耻辱都包括两方面的

含义：一方面是社会对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所作出的

客观评价；另一方面是指对行为的社会价值的自我意

识和主观评价。在阶级社会中，荣辱具有阶级性，恩

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

(一)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毛泽东荣誉观产生和形

成的历史渊源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

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

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

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

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

关系。”【23这种继承，自然也包括了作为体现社会价值

取向重要方面的荣誉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

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民族内部的社会关系，乃是毛泽

东荣誉观产生和形成的客观基础。这个客观基础就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外国列强的入侵掠夺和本

国封建主义的腐朽黑暗统治下，遭受着深重的苦难，

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的

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度过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荣誉观形成的精神

内核

二个人荣誉观的确立和坚持，是建立在对本民族

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从8岁起开始读私塾，先从《三字经》开始，后

又从《论语》、《孟子》、《诗经》等一系列儒家文化中吸

取营养，特别是1914。1918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

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并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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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中意识到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辱的思想

观念。正是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早在青年

时期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平

民大众的伟大力量，发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和

要为平民大众谋利益的呼声。他在《论联合政府》一

文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为最高标准。”∞o这句话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

人的荣辱观是以人民利益为客观标准，以人民的反映

为主观标准的评价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是毛泽东无产阶级荣辱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以往的荣辱观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思

想基础之上，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荣辱观的核心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唯物主义，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

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的荣辱观点bo。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

观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革命性的道德规范指导

人们的行为，以期达到人们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同

时，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一系列论述，给

了这一荣辱观念以丰富的理论内涵。从大革命和土

地革命时期主张用暴力革命行动、革命战争打破旧的

道德传统，到抗日战争时期倡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功利

主义，再到党执政后在全社会推广共产主义道德，无

不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荣辱观的光辉。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把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

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等荣辱观点以及“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荣辱观推向了

一个新的更高的理论境界。

二、毛泽东对荣辱观的理性认识

． 早在建国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第一次向全国

人民提出了“五爱”的国民公德规范。毛泽东同志在

批判继承人类社会优秀道德成果和深刻总结革命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荣誉高于

个人荣誉”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荣辱观。在他看

来，无产阶级荣辱观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

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

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为个

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

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

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这就为人们正确

处理荣辱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

荣辱观的政治标准

毛泽东讲过：“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

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

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

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地，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Ho毛

泽东同志这一论述说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社

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历来反对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不问政治的倾向。认为“没有正确

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求青年应该把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二)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是毛泽东的无产

阶级荣辱观的评价标准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

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

标准，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的评价标准。毛泽

东同志认为，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和价值的大小，

就看他对人民、对社会是否有贡献及贡献的大小。他

在《为人民服务》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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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荣。

辱观和一切旧的荣辱观的本质区别。他还认为，衡量

一个人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看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看其在

道德方面的贡献。只有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为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才会

受到社会的尊重、报偿和纪念，这才是真正的荣誉。

反之，则会受到社会的鄙视和遗弃。

(三)“胜不骄、败不馁”是毛泽东对待荣辱的理性

态度

一方面，对待因成功带来的荣誉，毛泽东提出“决

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J。另

一方面，对待因失败或错误带来的耻辱，如对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中国受辱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国

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振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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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奋发自强，艰苦奋斗，用斗争去赢得胜利和荣誉，

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人不是

一棍子打死，而是采取“惩前应后，治病救人”以及“团

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不但不鄙弃，而是伸出热情

之手拉他一把，使他从错误的言行中改变过来。再

有，对待个人的荣辱行为，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英

雄、劳模学习，让全国人民向榜样人物看齐，对榜样人

物产生景仰，这就是毛泽东对待荣辱的理性态度的集

中表现。

三、毛泽东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本特点

荣辱观问题不仅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

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和实践问题。毛泽东的无

产阶级荣辱观在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

扬弃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赋予荣辱观更丰富的

内涵。

(一)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毛泽东的无产阶

级荣辱观的显著特征

毛泽东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

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始终把自己

的着眼点放在广大民众身上。他曾指出：“我们的责

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

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

向人民负责。”b¨‘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

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

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

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他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

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

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

发。”bo对人民负责，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

辱观的精髓和核心。作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

者，毛泽东同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和

军队的唯一宗旨，并确立其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

道德准则；作为个人，他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

毕生行动的准则和奋斗目标，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和职务变了，但他忧国忧民把国家

利益放在首位之心不变。革命战争时期，他与人民群

众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

人。毛泽东同志用毕生实践着为人民谋幸福的行为

准则，倡导着共产党人应追求的人生崇高价值。

(二)艰苦奋斗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的时

代政治要求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是我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全国

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向全党同志

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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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求人们无论在革命时

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中都不能贪图安逸，贪图享乐。毛

泽东认为，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的政治方向，而这种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

分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

奋斗的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不能执行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集体主义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

本原则

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珍惜个人荣誉的同时，特别强

调要为集体、为人民、为祖国、为党争光，强调“人民的

光荣”，“祖国的光荣”，“党的光荣”，并对个人英雄主

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的人

提出尖锐批评。在他看来，最高荣誉应属于人民，属

于党，而不应属于个人，最大功劳应归于人民，归于

党，而不应归于个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全国

人民的表率。1954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部印送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

章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在审阅中将第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

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删去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

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句

中的“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o，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领

袖在荣誉面前的高风亮节，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

榜样。

(四)强烈的实践性，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荣辱观

当代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全社会的思想观念

和道德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热爱祖国，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科学文明，团结互助已成为我国社会精神

风貌的主流。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明是非、不知荣

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败坏社会风气，影响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

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

道德情操，构筑抵御不良风气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

叭麴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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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面I临的紧迫课题。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审视历史和现实，形成了

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科学的无产阶级荣辱观，它明确

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

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

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

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给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准则；为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

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

系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无产阶级荣辱观，对于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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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蚰g’s Proletari锄Co眦ept of H姗or锄d Disgrace

YUAN Ji—wei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MiaIlyang 621000 China)

U Hui—rong

(Univ．of Elec．Sci．&Tec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咖ct Ma0 zedong’s pmletariaIl concept of honor粕d dis伊ace is a kind of scientific world view pmnloted aJld

deVeloped by Mao Zedong acco耐ing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Mar】【ism，Chinese great histoIicaI achievenlents relating to the

concept 0f honor锄d disgrace and its being employed in Chinese revolution．Now，t}le purpose to review it is to iuustrate

tllat tlle cun．ent socialist concept 0f honor锄d disgrace is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ones，encourage

people to obtain、订sdom f0珊the ancestor， stimulate them to comprehend tlle cun℃nt one t110mug}Ily and plainly，粕d

hence improve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alld steadf瓠tness of constlllcting the socialist诵tll Chinese ch啪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氐y Words Mao Zedong； cone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chaIacteristics

(编辑薛晓东)

·学术广角·

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

丁元竹在《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上撰文指出，社会公平和价值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在任何

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

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

政府公共服务是自工业革命，特另q是19世纪以来人类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采取的积

极措施，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府

公共服务和推动公众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是人类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最佳选择之一。规范市场，发挥政府

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全社会参与，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基本手段，任何单一的行动都不足以应对人类

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都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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