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文化因素分析

[摘    要] 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重要历史功绩与其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密切相关。毛泽

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条件和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

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家庭家族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

形成的重要基础；湖湘地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

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指导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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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功勋卓著，居功至伟，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壮丽诗篇。套

用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的一句话“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1] 

241来比喻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重大历史功绩与其伟大人格的关系是再贴切不过了。毛泽东伟大

人格与崇高精神以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为灵魂，以伟大的爱国精神为核心，以实事求是的务

实精神为基石，以人民至上的民本精神为根本，以勤学善思的学习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争取力量的团结精神、积极进取的自

信精神、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等为基本表现形式，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

升华，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品格，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化身和体现[2]。毛泽东伟大人格与

崇高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条件和因素综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对毛泽东

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起着最重要的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3] 7，而且“文

化熏陶是形成人们的性格和人格的最重要因素”[4]。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毛泽东伟大人

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以飨读者。

一、家庭家族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

家庭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天然、最基本和最稳定的单位，是人之初最基本和最关键的启蒙教育场所，

                             ?? 1 / 14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也不例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农民

世家的生活环境和毛氏家族文化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家，严父慈母恩难忘。“毛泽东的原始根基，在他的故乡韶山，在他的家族：毛氏家

族，在他的家庭：上屋场，在他的父母：毛顺生和文七妹……”[5] 1。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

冲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型家庭。父亲毛顺生肯劳动，能吃苦，有头脑，善经营，性格刚毅倔强，精明

能干，克勤克俭，同时又自私刻薄、吝啬苛刻，在强悍的同时也失之褊狭，态度专横而脾气暴躁，比

较专制，妻儿对他只能言听计从。孩童时，毛泽东受父母的言传身教、提携训诲。培养了毛泽东吃苦

耐劳、不怕艰难的品质和养成了做事勤快、仔细认真的习惯。青年毛泽东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人情多耽

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藉以自警自励。因为父亲严厉的态度甚至“不近人情”的管教，使少

年时的毛泽东就对父亲的自私、严厉、苛刻、暴躁、专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从而滋长了他强烈的反

叛意识和反抗精神。例如“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

，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6] 95等言

词足以看出他对父亲的不满。从对父亲不满的增加，到据理辩驳，再到辩证斗争，父亲除了以势压人

外常常理屈词穷，而毛泽东则不断取得“胜利”，如“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

；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7] 3。要知道，

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往往会在潜意识中形成人格中的某一特质，其人格和行

为也会经常受到这种“过去事件”的“指导”。可见，“毛泽东对父亲的反抗和叛逆 ,反映了他对封建伦理纲

常的蔑视，同时也是天性中向往自由、不满压迫、反抗专制的表现”[8]，是对父亲压迫人甚至剥削人

的不平等观念和做法的反叛与斗争，这也表现出少年毛泽东对平等、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才一步步走上了改造旧社会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堂弟毛泽连说：“旧社会那

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我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

，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拒绝

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9] 15-17

相比父亲而言，对毛泽东人格影响更大更深的是母亲文七妹。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毛泽东的母亲虽

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对子女充满慈爱，对贫苦乡邻充满同情，为人慷慨厚道，

时常背着父亲接济别人。“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

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

在上焉”[10] 23。不仅如此，母亲还非常虔诚，经常烧香拜佛，并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各务为良”“

夹着尾巴做人”一类的观念灌输给孩子。不仅如此母亲还支持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外面去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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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嘉言善行在毛泽东幼小的心中播下了仁爱善良的种子，母亲的高尚风范像雨露般滋润着少年毛

泽东的心田，从而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对劳苦大众深深同情的种子，锻造了他拯民于水火的高尚品

质。“从父亲那里，他了解到权力、剥削和仇恨；从母亲那里，他学到了同情和仁爱，家庭于他就类似

于社会”，而“这个社会是他日后的革命对象”[11] 3。因此，农民世家的生活环境是毛泽东人格形成的

重要的“文化土壤”，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是毛泽东立身行事的准则，是毛泽东文化个性养成的关键，对

早期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自古山川资俊杰,钟灵毓秀龙脉含。在论及家庭环境对毛泽东崇高精神影响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韶山

毛氏家族文化对毛泽东伟大人格形成的影响和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普

遍盛行，人们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为中心，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由此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血缘亲情为纽带，

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 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以家族和家庭成员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

序的身份制定行为规范，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通常包括

宗法、族规、家训等行为规范，祭祖活动等仪轨，族徽、族歌、宗祠等相关标志物和物质载体，家族

的气质、传统等精神特性。其中精神特性为其灵魂，它是千百年来一系列的约束与仪轨内化沉淀下来

的相关特质，是区别不同家族的根本。家族文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族

人自小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熏陶和教化。历经500余年之不懈奋斗，毛氏家族在韶山耕耘创业，开发

了一方热土，繁衍了世代子孙，创造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具有其家族精神特质的家族文化。概

括而言，韶山毛氏家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体现为：一是不惧艰难、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韶山风气

，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习以为常”，一代又一代的毛家人以此为发家兴族之本，硬是把一个陌生

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子孙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韶山毛氏家族从自己的奋斗史中得出结论：“天

下无难为之事，惟能不囿于难为之见，不生其畏难之心，审其难为之势而克分其难，酌其难为之理而

克任其难，自便难为者转为不难，故有为之才，一生为人之所难为，而行若无事。旁观咤讶，鲜不叹

为难之事，必得难得之人而后成也。”[12] 7韶山毛氏家族这种不惧艰难、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在其后

人毛泽东的血液中同样流淌着，这从毛泽东所说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

的事”等足以看出其影响所在。二是劲直尚气、强悍好胜的尚武精神。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

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毛氏宗祠大门门联的“捧檄家声”即体现了这种精神。有学者研

究发现，“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共10级，除

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毛泽东从家族中获得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得以发扬的

尚武精神，引导他走上了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

拥有雄兵百万，实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13]。 三是勤奋好学、刻苦向学的求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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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氏家族是一个十分重视读书和教育的家族，其立家兴族之本一为力田，一为读书。在艰难困

苦的条件下，韶山毛氏家族从未放弃过以诗书振家声的梦想，“奋志芸窗”“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正大

传耕读”“耕读并重”。毛氏家族先贤们刻苦自励的求知精神、对子弟的殷殷训导和尊师重教传统，熏陶

、濡染、影响着少年毛泽东，由此养成的酷爱读书、博览群书、嗜书如命、勤学善思的学习习惯伴随

着毛泽东的一生，这也正是毛泽东智慧出众、胆识超群、才能卓越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四是砥砺品行

、健全人格的修炼精神。浸染在儒家文化汁液中的韶山毛氏家族规定了颇为严格的家规、家戒、家劝

和家训，规范着每一个族人的理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虽说毛氏族规家法不乏极端的封

建礼法观念，但同时又有不少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子、婚

丧从简，尤其是韶山毛氏家劝和家训以独具特色的教化功能和教化方式，推行进德修身、睦亲齐家、

治家兴业、待人处世等伦理道德准则，充满哲理性，富有人情味。如毛氏家劝十则：培植心田，品行

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毛

泽东在毛氏家族的‘文化场’中整整生活了17年，并负载着它的文化信息走出韶山，搏击时代风云，最

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尽管毛泽东后来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斩断了家族制度的锁链，但他的

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仍与毛氏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多方面的和切近的联系”[13]。毋庸置疑，韶山毛氏

家族文化的启蒙教化，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塑造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和至深影响。

二、湖湘地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土壤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燕子衔一方泥。”任何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活习性都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他生长地区的特殊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历史伟人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虽生逢乱世，却

有幸生于钟灵毓秀、地灵人杰的湖南，从小就受到湖湘文化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滋养、濡染和影响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富有特色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是湖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

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晚清以来

，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面临重大变革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思想、

有抱负、有才情、有个性的湖湘知识分子群体，造就了无数彪炳史册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

事家，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同时也使湖湘文化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湖湘文化的优秀文化

传统和湖湘知识分子群体的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勇敢尚武、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深深地

影响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人格和精神上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思想对毛泽东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

重要影响。所谓本源，实际上就是哲学家心目中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形成于两宋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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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一开始便以理学见长，并被誉为“理学之邦”。这种重视探寻“大本大源”的理学传统代有传人

，特别是经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发扬光大后，对近代湖湘士子影响尤巨，这对正处于“

三观”形成和确立阶段的青年毛泽东影响既深且巨。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20至25岁），

上承于心学大师王阳明，下受于恩师杨昌济，津津乐道于大本大源，但他并没有局限和停留于此，而

是将其与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救国理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呼吁“有大气量人”“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

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并“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4] 85-86。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尽管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

第二，湖湘文化提倡重经世、重践履、重力行的务实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做事风格。湖

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著称，其子胡宏也是以力行训导

学生，反对学者“多寻空言，不究详实而高谈性命”。从王夫之提出的“行先知后”的著名论断，到魏源

提出的“夫士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再到曾国藩提倡的“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此不仅完全赞同，而且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之重要，认为“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15] 365。显然，

毛泽东知行观的形成深受湖湘文化力戒空谈虚浮、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与授业良

师理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了实现知行结合和以行求知，毛泽东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研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青年时期形成的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的个性和思想，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

展。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

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等著名论断，到20世纪40年代大

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党的七大纪念册中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在全党确

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到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重经世、重践履、重力行”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这也就不

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了。

第三，湖湘文化和湘士学风中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湘知识分子不仅

有才情、有思想、有抱负、有个性，而且有一种被陈独秀所称赞的“湖南人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杨度

先生所言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强烈爱国精神，就是“忧国忧民，无私无畏”“救中国

自湖南始”“济天下自我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传统一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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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进入近代，湖湘文化和湘士学风中的这种爱国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特别是晚清以来，在中国社

会和思想文化遭遇重大变革的时代洪流中，造就了从魏源到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从陈天华到黄

兴、蔡锷等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典范，赢得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

”“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事”等盛誉。深受湖湘文化爱国传统影响的毛泽

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激越的救世情怀。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写下

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言壮语，大有“天将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1921年1月，毛

泽东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与同学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号召人们以天下与国家为己任，因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4] 390可以说，正是在湖湘文化富有强烈爱国情感和思想传

统的深刻影响下，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源泉

“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16] 332，他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深深扎入中国传统文化

丰厚的土壤，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存留着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脐带，不断从中汲取民族文化智慧的

养分。从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文化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更深的烙印

、更多的积淀”[17] 30。

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和认真研读，为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

化根基。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和学习，“这就是毛泽东最初的中

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即中国文化按其传统方式注入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中的文化观念”[18] 82，同时

培养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特殊感情。毛泽东不仅喜欢读历史人物传记（特别是那些

曾经叱咤风云、成就江山社稷的一代伟人的个人传记）、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以及表现底层民众反抗

统治阶级的小说，而且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均有精

湛造诣。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仍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而且坚持一生。通过

系统学习和认真研读，毛泽东具备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和修养，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

系植根在毛泽东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泽东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扬弃和合理吸收，使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要知道

，“传统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民族总会有自己的长处，否则不足以自立于世界，不足以缔造千百年历

史。但也会有短处，难免会走曲折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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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也有只居次要地位，甚至长时间被埋没的传统”[19] 539。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

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

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

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

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20] 225可以看出，毛泽东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同

时又不抱残守缺，而是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辩证地扬弃。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

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辩证地扬弃，与他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密切相关。毛泽东运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思想内涵，做到既继承先贤，又超越先贤，实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批判地继承，

辩证地扬弃，即“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而使毛泽东能够系统全面地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因子，合理地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人格。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塑造了毛泽东的人格特质。“文化作为传统习惯留在人身上，创造一个民族

特有的性格。文化在个人身上的遗留，形成一个人的人格，在一个民族总体上的遗留，则形成民族性

格”[21] 64-69。民族性格像有磁力的磁铁，按照它固定的磁力方向把全民族的性格吸引成一定的“型”

，然后人们都规规矩矩地按照这个“型”有意无意地塑造着自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根”与“魂”，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并通过文化基因和精神脐带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概括

起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

思想，脚踏实地、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民贵君轻、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

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修齐

治平、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等。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形神兼备

、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等[22]。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优秀成分都做到了很好的继承

和发扬，成为其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也并没有排拒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而是继续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吸取养分，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

融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于一体，兼民族优秀品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品质于一身的伟大人格、崇高

精神和革命情怀。当然，如同硬币有正面和反面一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毛泽东人格的影响既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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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权至上观念、个人专断作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

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指导思想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就其外在形式来看，毫无疑问属于西方文化，它的

传入和被接受，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样，都是中国人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命，只不过其在内

容上与其他思潮有根本的差异而已” [23]。与西方其他文化思潮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

代社会扬弃资本逻辑、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代表着一种更先进的人类文化潮流，是建

设新社会的思想文化灵魂和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精华营养，以勇于创新

、与时俱进的心态建构了唯物辩证法，以回归劳动、扎根人民的立场确立了群众史观，以服务人类、

张弛有度的胸襟拥抱科技变革，以公平正义、自由全面的要求勾画未来社会。这的确是人类文化和哲

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综合性创新，对于人类新文化、新价值、新具象的创造具有前瞻性引领作用”[24]

。因此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便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并成为其一生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是毛泽东的伟大人格

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指导思想。从其文化渊源来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和升华了毛泽东人格的主体

。

在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升华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根本

内生动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信仰是一个人行为的强大内生动力，因为“人的行为直接受意识指导、

影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状况、方式、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想、信念、信仰。信仰是指向更大

目标、更高远的精神存在。它作为一种终极性的精神力量，对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精神状态、

理想信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仰是人经由外在感受和内在自省融合而形成的对社会、人生的某种

应然性质和意义的判断与态度”[25]。毛泽东曾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

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大杂烩，对于“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

一些模糊的热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方面的和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包括《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并由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

立在对各种思想主张和理论反复比较的基础上，毛泽东之所以摒弃以前的思想理论主张转而信仰马克

思主义，是因为《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26] 416；是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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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成果，真实、客观、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创造了有史

以来最先进、最科学、最严谨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天堂来到人间，

为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指明了方向；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崇高价值追求，是为无产阶

级和全人类求解放、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学说，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最后解放全人类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让正在上下求索

、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豁然看到了真理之光，找到了奋斗方向和人间正道。从此，毛泽东

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追

求中华民族解放与富强作为崇高使命，并为此不惜一切，奋斗终生，其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也由此实

现了根本性提升。

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升华的重要基础。马克

思主义这一从遥远西方引进的真理火种一经传入中国，便让毛泽东找到了认识世界包括认识中国、把

握规律尤其是中国革命规律、改变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命运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于毛泽东

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升华无疑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因为，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和思维

方式，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作用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因而是构成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关键

因素和重要因子。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根本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所在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

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7]。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现

了对人民创造历史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对保持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坚定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继承和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并以此形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内核——伟大的人民观，一切革命和建设工

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为人民群

众的解放与自由、生存与幸福、教育与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一生的价值遵循、价值

取向和价值观念。

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

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中，

涵盖面非常广泛。这主要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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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规律的观点；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

规律的观点；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

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的观点等等。这些基本观点科学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正确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道义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

法。世界观中包含方法论，方法论中渗透着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28]

。马克思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科学的思想

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历史性变革，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人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最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毛泽东深知马克思

主义不是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和研究的方法，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解释世界的学说，而是

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科学理论，是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伟大实践中形成、

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29] 534，“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以，毛泽东从一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而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

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

方法的”[30] 801。为此，毛泽东不仅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的学习运用，注重“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

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

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30] 20，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一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难题，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道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引导中

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并正在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充分体现了毛泽

东不拘泥书本、不迷信权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前夕

，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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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51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精髓和真经，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力量，它们深深影响着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

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人生轨迹，成为其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主体因素。

上述四个方面的文化因素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作用，从时间顺序上虽说有先后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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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也各有不同，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融

，并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斗争实践的锻炼、锤炼和历练，塑造成毛泽东独立完整而崇高伟大的人

格与精神。毛泽东崇高伟大的人格与精神作为一种独特鲜明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符号，无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乃至将来都将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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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 Zedong's lofty historical status and important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great personality and lofty spirit.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lofty spirit is not accidental, but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certain conditions and factors, in which cultural factors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This influence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family and famil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soil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formation; Marxist theory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Keywords: Mao Zedong; great personality; lofty spirit; family and family culture; Hunan region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t theory;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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