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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文化与青年毛泽东

　张恒俊 　
3

(湖南科技学院 经济贸易与管理系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饱读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 ,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儒家文化对青年毛

泽东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励志精神、人格理想追求和知行观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并初步形成了早期的毛泽东

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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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涉猎 ,从先秦诸子、汉唐

史家、宋明理学 ,到晚清的经史子集无不毕览。这些青年时

期的深刻印迹终毛泽东一生也难以抹去。五四时期毛泽东

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 ,但在中西文化观的比较和评价上 ,也

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

“怀中 (杨昌济教授 )先生言 ,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

实际生活。诚哉其言 !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 ,几多之

部分 ,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 [ 1 ]104可见毛泽东早期的

态度是要对中西文化同时吸收 ,同时改造 ,这种处理方法至

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 　儒家注重实践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现实主

义观的影响

毛泽东早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最突出的一点

是他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 》批注

中说 :“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 :如一种行为 ,此客观妥当之

实事 ,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 ,此主观妥当之实事 ,所当尽

力实现。”“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 ”。“凡吾思想之所

及者 ,吾皆有实行之义务 ”, [ 1 ]203即认为学、思以及人的行为

的目的都在于实践。毛泽东强调将一切思想和学说落实在

具体的行动和对现实的改造与解放上。1917年 4月他在写

《体育之研究 》长文的同时又说 :“盖此事不重言谈 ,重在实

行 ”。[ 1 ]112 l913年 8月写的《民众的大联合 (三 ) 》中说 :“于今

不同了 ,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 ,政治的解放 ,经

济的解放 ,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 ⋯⋯”。[ 1 ]145在致周世钊

的信中又说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可尽一点力 ,当然

脱不开‘中国 ’这个地盘 ,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 ,似不可不加

以实地的调查 ,及研究 ”。[ 1 ]234 1921年 1月 ,毛泽东主张把新

民学会的方针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些主张都体现

了毛泽东注重实践的思想。

毛泽东早期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的人道实践原则相通 ,密切相关。1913年毛泽东就在

《讲堂录 》中写道 :“有办事之人 ,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

侯、范希文 ,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 [ 1 ]301又写道 :

“闭门求学 ,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则汗漫九

垓 ,遍游四宇尚已 ”。[ 1 ]206 1916年 12月 9日致黎锦熙信中阐

述智、仁、勇 (即德智体 )三育并举 ,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

据 ,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 ,鱼馁肉败不食 ,《乡党 》一篇

载之详矣。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之下 ’”。1917年 4

月 1日在《体育之研究 》中又说 :“惟北方之强 ,任金戈死而不

厌 ;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 ;烈士武臣 ,多出凉州 ”, [ 1 ]425列举明

末清初学者颜元、李塨、顾炎武的事迹说 :“此数古人者 ,皆可

师者也 ”, [ 1 ]328其实不只这几人 ,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 ,注重

实践锻炼的儒家风范随处可见 ,所谓“子贡存鲁、乱齐、破吴、

强晋而霸越 ”、“苏张纵横 ”(1919年 7月《致友人信 》)等等 ,

比比皆是。

青年毛泽东注重社会实践的思想 ,更与儒家追求道德人

生和艺术人生相结合有关。孔子曾在鲁定公九年出仕 ,做大

司寇三年。在周游列国之间孔子并非只是单一的追求他的

政治理想。《史记 ·孔子世家 》记载孔子在卫曾学琴于师襄 ,

师襄又称击罄襄。孔子在齐闻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在卫国

刚刚定居 ,就击罄自遣。这些都是孔子在流亡期间怡情于音

乐的艺术生活 ;可见孔子逐渐将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相融

合。孔子的这种求道与探索精神也被后世知识分子所大力

推崇。如司马迁寻访天下而著《史记 》;顾祖禹遍历大江南北

而著《读史方舆纪要 》;徐霞客也游历天下名山大川 ;顾炎武

虽然是南方人但好骑马而居北方。这些做法无不是儒家为

追求“明道 ”而游天下的人格写照。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 ,在

一师求学期间他曾在自己的读书笔记《讲堂录 》中写道 :“闭

门求学 ,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则汗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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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垓 ,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 ! 仲尼登祝融之峰 ,一

览众山小 ;泛黄渤之海 ,启瞬江湖之失 ;马迁览潇湘 ,泛西湖 ,

历昆仑 ,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 1 ]412毛泽东曾利用

暑假和自己的好友萧子升徒步旅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 ,一路

上他们切磋学问 ,拜访学者 ;体验社会人情风貌。如果说这

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改造中国的想法 ,那么他至少学会了追求

孔子的“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相融合 ”的人格精神了。

二 儒家本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励志的影响

毛泽东 1917年在致白浪滔天的信中表白自己“尝读诗

书 ,颇立志气 ”。[ 1 ]415儒家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入世哲学 ,它为

传统士人设计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人生路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治国

平天下 ,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中。格物致知是儒学修身的内容之一 ,其

根本目的在于“穷天理 ”,即获得对世界本源的认知。孔子的

孙子子思最早探究了本源问题并提出了“诚 ”的概念 ,认为

“诚者天之道 ”,“诚 ”是万事万物得以产生的本源。到了宋

代 ,儒学大师们大大发展了关于本源的理论。作为宋儒理论

的集大成者 ,朱熹认为 ,宇宙的本源是太极 ,太极即理 ,理是

超绝时空的永恒存在 ,“未有天地之先 ,毕竟先有此理 ”,“万

一天地山河都陷了 ,毕竟理还在这里 ”。所以“本源 ”在儒学

大师那里指的是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对于宇

宙本源 ,在传统儒学作为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坍塌之后 ,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追问和探寻。青年毛泽东

认为 ,要成就外王的事业 ,就必须洞悉和掌握宇宙的本源。

他说 :“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

其心者 ,当具有大本大源 ”, [ 1 ]321毛泽东希望通过自己的求

索 ,掌握本源 ,从而达到圣人的修为。他说 :“圣人 ,既得大本

者也 ;贤人 ,略得大本者也 ;愚人 ,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

天地 ,明贯过去现在未来 ,洞悉三界现象 ”, [ 1 ]156他决心探求

大本大源 ,掌握宇宙真理。他向友人表示 :今后“只将全幅工

夫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 ,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而枝

叶扶疏 ,不宜妄论短长 ,占去日力 ”。[ 1 ]207

而探索大本大源的前提则是“先博后专 ”。子曰 :“志于

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论语 》) ,达巷党人曰 :“大哉

孔子 ! 博学而无所成名 ”(《论语 》)。孔子精通六艺 ,当时人

都说孔子是多才多艺的 ,但孔子的志向是追求“道 ”,即“仁

道 ”也就是立人 ,立事 ,立己的根本所在。艺亦有道 ,但拘泥

于一艺则只能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为“鄙事 ”。而孔子必

教人游于艺 ,此所谓积小德以成大德。艺既是道而不鄙矣 ,

但万万不可拘泥于一艺。因此孔子又说道 :“君子务本 ,本立

而道生 ”。显然历代受儒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打上了

“志在明道 ”的烙印 ;于是有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

之变 ”;于是有王阳明整日对竹而坐 ,观察竹子 ,以践行“格物

致知 ”的极端行为。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提倡博学 ,博学的目

的在于相互渗透 ,相互印证 ,从而向明道迈进。显然从私塾

里背诵《论语 》而长大的毛泽东也必受此影响。

1915年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特别提出了“博

学才能通达 ”这一观点。他在信中写道 :“盖通为专之基 ,新

为旧之基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 ,后观亚洲史乃有根 ,观西洋

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 ,取于外乃足以资内也。地理者 ,空间

之问题也 ⋯⋯地理者采通识为最多也 ⋯⋯今之学者多不解

此 ,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 , 此所谓无系统

也 ”。[ 2 ]123毛泽东早年曾自动要求从湖南高等中学退学到省

图书馆自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涉猎知

识 ;博学之 ,慎思之 ,以通达之志而明道。毛泽东自己也说 :

“我早晨进馆 ,半年多从无间断 ,只是中午花去买两个米饼吃

的时间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里一样 ⋯⋯”。[ 1 ]159而在

一师求学期间的毛更是受此影响至深 ,他为了求得通达之

识 ,经常花去自己生活费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报刊杂志 ,希望

能获取更多的社会时事知识。

毛泽东读《曾国藩家书 》时体会到为学最忌一陋字 ,曾文

正以四者为科 :一曰义理 ,以《论语 》和《近思录 》为主 ;二曰

考据 ;三曰词章 ;四曰经济。于是毛下决心要通达国学常识 ,

在《致箫子升 》的信中说 :“顾吾人所最急者 ,国学常识也。

若人有言 ,欲通一经 ,早通群经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

耳。干振则枝披 ,将麾则卒舞 ”。[ 1 ]502 1919年毛泽东草拟了

《问题学会的章程 》,在章程中所要研究的诸多问题涉及了政

治、经济、文化、哲学、教育、军事、地理、思想、医学等领域 ,不

可谓不博矣。

青年毛泽东曾在长沙多所学校求学 ,但最后都因其不符

合自己的志向而一一退学。他认为 :“志者 ,吾有见夫宇宙之

真理 ,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 ,如有

志为军事家 ,有志为教育家 ,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 ,

羡其成功而盲从为己志 ,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则应

向宇宙之大本大源处着手 ”。[ 2 ]45

三 儒家的君子之道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理想的

影响

《论语 》是儒家思想的最早最基本的载体之一。《论语 》

里经常拿小人跟君子做比照 ;千百年来受儒家思想控制的中

国 ,君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

君子 ,儒门弟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因此人们

追求君子之道便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了。

在儒家的思想意识里 ,人之为群 ,不可以无家庭父子 ,也

不可以无邦国君臣 ,因此伦理道德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没有

君臣、父子、家庭则人伦之道大乱矣。君子不愿意乱人伦之

道 ,所以君子入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 ,但君子

也不必因此去认为“仕为不义 ”。孔子尝欲居九夷 ;又说要 :

“乘桴浮于海”,也存在隐者的想法 ,但孔子最终坚持世事终须

有人担当 ,不得人人皆隐。孔子的这种敢于但当世事的精神

被尊为至上至尚的人格。历史上有诸葛武侯、范仲淹这些敢

于担当世事的英雄人物 ,显然青年的毛泽东受此影响极大。

毛泽东在他的自传里说道 :“我特别喜欢读一些时论和

新书 ,我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 ,我读而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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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能诵 ,它的开头是‘呜呼 ! 中国将亡矣 !’,从此我对国家

的前途十分担忧 ,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 1 ]365

毛泽东还作诗《七绝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

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以此来表明自己

要担当世事的志向。《致黎锦熙 》的信中也说 :“盖举世昏

昏 ,皆是误我心灵 ,丧我志气 ,无一可与商量学问 ,言天下国

家大计 ,成全道德 ,适当与立身处世之道 ”。[ 1 ]426他还曾说 :

“小人累君子 ,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大同者 ,吾人之

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以斯世者 ,吾人当存慈悲之心

以救小人也 !”[ 1 ]164这时的毛泽东乐于追求君子之道 ,并且以

此为志向。

子曰 :“宁为君子儒 ,勿为小人儒 ”。君子之儒在于能担

当世事 ,守正恶邪。而小人之儒则不出两种 :一则溺情典籍

而心忘世道 ;一则专务章句 ,而忽视义理。萧子升在《我和毛

泽东曾经是乞丐 》一书中记述到这样一件事情 :萧子升有一

篇《评严子陵祠堂记 》的文章 ,认为严子陵不辅助光武帝而选

择避世匿居是道德楷模 ,而毛则不同意他的观点 ,认为刘秀

做了皇帝之后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 ,正如汉高祖时的张良所

为。为此他们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如此争论可见两人的

见解分歧很远 ;但透过争论不难看出毛是一个渴望并勇于担

当世事的人 ,是一个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毛曾为探索

世界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而忘情于书本和社会实践中。可

见他是十分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那种纯文人之儒的。毛泽

东早年创立的新民学会的组织细则中 ,反复强调会员要有良

好的道德行为。而且一一做了规定。可见君子之道是毛追

求的理想人格。

“子欲居九夷 ,或曰 :‘陋 ,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 ,何

陋之有 ?”。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不会被外部物质条

件所屈服的 ,君子是以内心修养而去把握幸福的。青年毛泽

东常常是身无分文 ,物质生活条件极为清苦。按理而言 ,一

师毕业的毛泽东当求一职业尽快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但毛

却并不以为然。他在《致黎锦熙 》的信中写到 :“现届毕业不

远 ,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 ,教书办事为下 ,自揣固未尝立

志 ,对于宇宙 ,对于人生 ,对于国家 ,对于教育 ,作何主张均茫

乎未定 ,如何教书办事 ? 然家薄必不能任 ,既不教书 ,自少一

份收入 ,又须费用 ,此为难矣。然拟学颜回之一瓢饮 ,一箪

食 ;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 1 ]362由此可见物质上

极穷而精神上极富的毛以内心修养来克服物质上的贫困 ,与

孔子的“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是相通的 ,儒家思想的修养默

化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四 　传统儒家心学对青年毛泽东知行观的影响

纵观毛泽东的早期活动 ,其重视对观念和思想的改造

(“涤除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 ,更重于对社会的直接变革。

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 ,知显然重于行 ,行是为知的改造服务 ,

二者统一于除旧布新之目的中。

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 ,“心 ”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他在《讲堂录 》中写道 :“精神心思 ,愈用愈灵 ,用心则小物能

辟大理 ”。[ 1 ]354在 1917年 8月 23日给黎锦熙的信 (简称《第

三札 》,下同 )中写道 :“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 1 ]265从

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论者。

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首先是宋明理学

的影响。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就是宋明理学的提倡者 ,“在

中西两个渊源中 ,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 ,而宋明理学尤为

杨昌济所推崇 ”。[ 1 ]107毛泽东在《第三札 》中说 :“天下之生

民 ,各为宇宙之一体 ,即宇宙之真理 , 各具于人人之心

中”。[ 1 ]141这与朱熹“人人一太极 ,物物一太极 ”的宇宙生成论

何其相似。太极即理 ,理即世界的大本大源。早期毛泽东认

为 ,通过“内省”认识了这种大本大源 ,以之为号召“天下之心

其有不动者乎”?[1 ]309此时理为宇宙之本源 ,但又与心相通。

正因为“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所以青年毛泽东

非常重视对人观念和精神的改造。在《第三札 》中认为中国

积弱积贫 ,根本原因在于“觉吾国人积弊甚深 ,思想太旧、道

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 ,道德范人之行 ,二者不洁 ,遍地皆

污 ”。[ 1 ]242因此 ,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 ”、

“变化民质 ”入手 ,这是实现其大同理想的切入点和手段。他

说 :“天下之心皆动 ,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 天下之事可

为 ,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 1 ]287他还说 :“人人有哲学见

解 ,自然人己平 ,争端息 ,真理流行 ,群妄退匿 ”。[ 1 ]369然而实

现上述之目的 ,需现实之手段 ,这便是教化。他在《伦理学批

语 》中说 :“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 ,知识固大有影响

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 ,循新得之

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 ,

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 1 ]418显然 ,他认为学习

教化可以改造人心 ,他认为 ,“凡知识必建为信仰 ,当其知识

之时 ,即心以为然 ,此以为然之状态 ,即信仰也 ”。“夫知者信

之先 ,有一种之知识 ,即建为一种之信仰 ,既建一种之信仰 ,

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 ,信也 ,行也 ,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

步骤 ”。[ 1 ]306这与朱熹“知先行后 ”的观点极其相近。宋明理

学对湖湘学风影响深远 ,毛泽东也必然受到其熏染。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逐步突破传统文化

束缚的过程。最初的文化构建 ,传统文化在其头脑中形成了

基本框架 ,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特别是在现实

主义方面对学以致用、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实际上

就是对儒家文化开放的人道实践原则的继承和创新。毛泽

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 ,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开放的、分析

的思维方式。用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改造中国传

统文化 ,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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