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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者, 他在吸收传统 �大同�思想合理因素的同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难能可

贵的超越。比如: 他把传统的具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理想升华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把传统道德上的平等平均思

想发展为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观, 把传统的公有思想提升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公有制

度, 把传统的人道和谐原则发展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虽然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中操之过急, 出现了重大失误, 但是他

在理论认识上的超越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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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O Ze�dong w as no t just an inheritor of trad itional culture. W hile absorb ing traditional " Datong"

ideo logy, its reasonab le factors, he surpassed and m ade valuable mi provem ents in many respects. For instance, the

tradit ionalDatong idea full o f U top ian dream s w as e levated by hmi to becom e the scientific communist idea,l the

tradit ional equa lity and evenness in morality w as developed into soc ia list social equality based on the foundat ion o f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 the traditional public thought to the pub lic ownersh ip w ith certa in possible reliab ility, and

the traditional princip le of hum anist harmony into revolut ionary hum anism. A lthough hem ade som e serious m istakes at

his old age, be ing too hasty in practice, the fact that he transcended in theoretic ideology can not be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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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社会理想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思想根

源,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 �大同 �思想的烙印, 人们

对此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毛泽

东对传统 �大同 �思想实现了很多的超越。如果我
们认识不到这一点, 就不可能客观评价毛泽东社会

理想观,也不可能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笔者认为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在继承中国传统 �大同�思想

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实现了超越。

一、把传统的具有空想色彩的大同理想升华为

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 向来以极大的热情

去描述理想社会,在他们的著述中,充满了对理想社

会的向往和追求。∀诗经 #中的许多诗篇就有所反

映, 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对理想社会都有

具体的描述。道家经典 ∀道德经 #描绘的是一个 �小

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在这样的世界里, 国家要小,

人民要少, �使什伯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不远

徙。有车舟无所乘之, 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

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 乐其俗, 安其居。邻邦

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 1 ]
墨家

经典 ∀墨子 ∃兼爱 #提出了 �兼爱 �的社会理想。所

谓 �兼爱 �, 就是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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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视其家。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 �, 最终使 �天下之
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 众不动寡, 富不侮贫, 贵不傲

贱,诈不欺愚。� [ 2 ]
儒家经典∀礼记 ∃礼运 #中勾画了

一个美妙的 �大同世界 �: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

大同。�[ 3]

到了近代,洪秀全接受了古代大同思想,并把它

与西方基督教中某些平等观念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

一个所谓的太平世界, 企图建立天下一家的理想国

家。∀天朝田亩制度#设计了 �有田同耕, 有饭同吃,

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

理想社会。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

受了传统的大同思想,而且直接借用 �大同�一词来

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设计蓝图的著作。他依据 ∀春
秋公羊传#, 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

平世三世,试图寻找一条合乎 �公理�的 �去苦求乐 �
的途径, 他指出 �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 忧之, 故立

三统三世之法, 据乱之后, 易以升平, 太平、小康之

后,进以大同。� [ 4]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装起义推翻

清朝封建统后,中国何去何从? 为解决这个问题,革

命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集中体现在孙中山

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具体地理解为 �贫

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 �,指出: �民生主

义就是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 即是大同主义。�
但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看,其民生主义最大的特

征不是立足于如何发展, 而是立足于如何防止欧美

问题在中国的重演, 其实质是以平等平均的理论原

则取代历史准则。故列宁评价说: 孙中山是主观上

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

传统的 �大同 �思想曾经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

很大的影响。他在东山学堂念书时, 就接触到康有

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段往事时

曾说: ∀新民丛报 #�我读了又读, 直到可以背下来。

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 5]
1917年 8月 23日, 毛

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 故立太平

世为鹄, 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 吾人之鹄

也。� [ 6] 89
这与康有为在∀大同书 #中的说法相同。但

是,毛泽东并没有盲目地接受这种思想,也曾有过理

性的分析、批判。 1917年至 1918年上半年, 毛泽东

读泡尔生的 ∀伦理学原理 #时,就将大同说斥之为谬

误之理想,他说: �然而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

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 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

者乎? 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倡大同之说者,岂非谬

误之理想乎? �他还分析了大同之说存在的心理基
础, 断言它象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 #中所描述的一
样, 是虚幻的。他甚至断言人们将不堪大同之境况,

并否定了自己曾有过的梦想。他说: �人现处于不
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 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 而想

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

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

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 吾知一入大同之境, 亦必

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 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

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

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理想之

境遇而已。��吾尝梦想人智平等, 人类皆为圣人, 则

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6] 184- 185

毛泽东后来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 找到了实现大同理想的正

确途径和力量,使几千年的大同梦由空想化为现实

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曾

不无遗憾地评价以往的空想主义者: �康有为写了
∀大同书 #, 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

路。�[ 7] 1471
但当历史的使命压到了我国无产阶级肩

上时,毛泽东认清了: 当民族尚未独立时,民族独立

是当务之急,因它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一旦民族

民主革命取得成功, 则进一步要求 �资产阶级的民
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 资产

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

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7] 1471
从而扬弃了

青年时代的大同思想。在此还可以看出,毛泽东也

继承了孙中山把大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起

来的思想,但又因找到了到达大同理想的正确途径

和力量而超越了孙中山, 从而把传统的具有空想色

彩的大同理想升华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二、把传统道德上的平等平均思想发展为以发

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观

�均平 �观念是传统大同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孔子的 �不患贫而患不均 �,到墨子的 �兼相爱, 交

相利 �,再到道家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从东汉末年

的 �太平�教义到唐宋时期的 �等贵贱, 均贫富 �口

号, 再到李自成 �均田免粮 �的战斗纲领, 经过千百

年思想家的提炼和农民革命战争的培育,形成了这

种历史悠久的思想和意识。但是, 中国是一个具有

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度,对君权的限制缺乏外在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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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急需借助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道德使命感以及

他们所营构的以民本主义为大旨的道德理想模式。

因此,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里,知识分子具有强烈

的道德担当意识,这也导致他们在建构大同理想时,

更多的是从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历

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总观中国传统的大

同理想,我们不难发现: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

会更注重伦理层面,更多的是从道德上的平等、平均

的要求出发来建构其理想社会,而不是注重生产力

水平的发展,即 �不患寡而患不均�。

传统 �大同�理想的潜意识作用, 使得近代中国

人在追求理想社会时, 也主要把社会理想当作道德

理想来看待,使得他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最主要的内

容是平均主义的平等。洪秀全谋求建立的是一个建

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 以平均主义为平等目标的

道德化的理想社会。康有为设计的 �大同 �也是以
平等为最高价值的道德理想。孙中山也同样是以平

等的道德理想作为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既然追求的

大同是以平均主义为平等的道德理想,那么,它的实

行就无须以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为前提, 这是近代

大同思想家们必然会得出的结论, 也正是他们追求

社会理想受挫的症结所在。马克思指出, 生产关系

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生

产关系才能随之进步, 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水准

才能相应提高。脱离了生产力这一根本要素来追求

大同理想的实现是永无可能的。

传统大同理想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曾深深地影响

了毛泽东。青年毛泽东的 �新村 �计划是他的主观

设想, 这个 �新村 �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人人有书可

读,有工可做,人人地位平等的基层社会组织。后来

的人民公社可谓晚年毛泽东按 �新村�模式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主观设计。他认为, 有了这种

公社, 就可以消除由于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工农之间、

城乡之间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 从而实现人与人

之间的平等。毛泽东晚年的 �五七 �指示展现在人

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半封闭、小而全的社会模式,在这

个模式中, 各行、各业、各单位、各企业都要兼及他

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其主要目的也是

要消灭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者,他在

吸收 �均平�观念合理因素的同时, 很早就对 �绝对
平均主义 �进行了批判。他在 1929年起草的∀古田

会议决议#中,列举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

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 �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

产物 �、�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 �, 因此 �必
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 [ 8 ]

他在

1948年 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 将赞同

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同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区别开

来, 认为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
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7] 1314

毛

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不断地超越和更新

旧的 �均平 �观念, 认为平等是历史的、现实的而不

是抽象的、绝对的。他把平等观念扩展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从男女平等到种族平等,从经济生活到

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人民内部, 人与人之间应该是

平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包括人与人之间

真正平等的关系。

毛泽东对传统 �均平 �观念的超越更是表现在

他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公平平等实现的前提和条

件。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

奋斗目标之一, 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 只有发展生产力, 创造生

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

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

础, 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

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 �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

品的斗争, 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

燃。�[ 9]
毛泽东在理论上,对此也有过不少论述。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及政

策主张的客观标准是 �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

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 10]
在社会主义 �三大改

造�完成之后, 毛泽东强调: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

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

产力。� [ 11]
并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不能立足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现

实, 特别强调,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所以他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经济

�大跃进�等做法,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

义中国和实现人民的 �共同富裕�。

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计划经济的困惑

和发展道路选择的不明确,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无

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他努力追求社会的公

平, 却造成了普遍的平均主义现象。在 �大跃进 �

中, 毛泽东推崇的供给制、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等做法,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的空想色彩,是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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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空想的回归。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 �回

归 �转瞬即逝,当毛泽东认识到了 �企图在条件不成
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个不可能成功

的空想 � [ 12]
的时候, 他深刻批判了人民公社中产生

的 �共产风�,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他在实践

中有重大失误,但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超越是不能

否认的。

三、把传统的公有思想提升为具有一定现实可

行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

�公有�原则是传统 �大同 �理想社会的一个重

要社会原则,也是传统 �大同 �理想的核心。儒家经

典 ∀礼记 ∃礼运#篇描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

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以公有制为核心

的 �天下为公 �。到了近代,太平天国主张废除土地

私有, �人无私财 �,一切收归 �圣库 �,实行公有。但

是,这种天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

实际是天王洪秀全个人占有一切, 这就为其所追求

的公有制埋下了必然失败的伏笔。康有为在 ∀大同

书 #中所构想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 不

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农、工、商各业均实行公有公营,

从计划、生产到分配均由公政府掌管操作。社会生

活的各个部门也全归公有公营。由于大同世界是遥

远未来的幻影,是书斋中构思的精品, 所以, 康有为

大胆设想的公有制形式虽是彻底的和健全的, 但完

全是十足的空想。孙中山向往天下为公, 并以 �天
下为公 �为座右铭。他曾认为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

办法是 �一则土地归为公有, 一则资本归为公有。

于是经济学上之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

为其私人赡养之需, 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是

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

家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孙中山是从现实社会
问题入手提出 �公有�问题的, 他所提出的公有, 实

际上是控制私有的国有,并没有完全排斥私有制度。

青年毛泽东深受传统 �大同 �思想的影响, 为其

所描绘的高度公有的社会所感染。他曾设想 �合若

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

不可尽举,举其著者: 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

学校, 公共图书馆, 公共银行, 公共农场, 公共工作

厂,公共消费社, 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

自治会。� [ 6] 454
他设想的 �新村 �计划显然以 �公有 �

为其核心,但终因其为空想,脱离实际而根本无法实

现,不久便被遗弃。但其美好的理想以及 �公有 �原

则却并未被他遗忘, 正是基于对这种理想的憧憬和

执著追求,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社会主义所阐明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

义,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理

论观点,强烈地吸引了毛泽东,并很快被他接受。他

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劳苦大

众翻身解放的理论和中国的必由之路以后, 便抛弃

了传统大同理想中的虚幻成分, 以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为武器,在中国开始了为实现以公有制为核心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程。在

这个奋斗的历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开辟了

一条真正达到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的道路, 即

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同时也建立了以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晚年毛泽东极

力主张废除私有制, 破除所谓 �资产阶级法权 �, 把

公有制程度的高低、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行作

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标志。通过实践, 他

认为,彻底消灭私有制, 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 其中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两种。集体所有制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转变为

全民所有制。在他看来, 在中国, 这种转变是逐步

的。转变的结构和态势, 是经由生产小队至生产大

队,再到人民公社这样的三级所有、小队为基础,然

后逐步提高公有化程度,最后实现全社会生产资料的

统一占有。尽管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中操之过急, 搞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 �运动, 但是他在理论及实

践上将一种朴素的 �公有 �思想升华、提炼为一种有一

定现实可行性的公有制度,在传统的公有原则的基础

上实现了巨大的超越,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

四、把传统的人道和谐原则发展为革命的人道

主义

人道和谐是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

伦理原则。一幅幅 �大同 �理想社会的构图,实际上

是一宗宗充满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意味的温情画卷。

康有为借助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重新阐

发这一原则: �故只有天下为公, 一切皆本公理而

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 无贫富之等,

%%无所谓君,无所谓国, 人人皆教养于公产, 而不

恃私产% %则人无所用其私, 何必为权术诈谋以害

信义? 更何肯为盗窃乱贼以损身名? 非徒无此人,

亦复无此思, 内外为一,无所防虞。故外户不闭, 不

知兵革,此大同之道, 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

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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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向往友爱、互助、自由、共同劳动、共同

享受、亲如一家的和谐与幸福的理想社会。毛泽东

从小就同情弱者,经常和母亲一道背着父亲接济穷

人。青年毛泽东曾笃信 �新村 �计划及追求的诗画

般的共产主义,无不与他接受古代大同思想的人道

和谐原则有关。当他投身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手段

实现人类大同的时候, 他将这种人道和谐的原则发

展成为革命的人道主义。 �革命人道主义 �是毛泽

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口号, 它最早出现在 1939

年 12月 1日毛泽东为纪念白求恩写的 �救死扶伤,

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 �的题词中。 �革命人道主义 �

虽说最初是作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口号提出来

的,但它绝不仅仅限于医疗卫生工作,而是一条重要

的伦理原则, 其作用范围是很广泛的, 在实际工作

中,毛泽东把它运用到许多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对待群众, 要做到尊重群众, 以平等的态度待

人。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就为红军制

定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要求对群众要 �说话

和气�、�买卖公平 �、�不打人不骂人 �、�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 �等等。在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要求干

部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 不要摆架子, 在群众面

前要虚心,要做群众的小学生, 要让人们感到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是真正平等的。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做到 �与人为善�, �惩前

毖后, 治病救人�。毛泽东说: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

尖锐的, 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

的。� [ 14]
用 �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的方法来对待自

己的同志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勉励犯了错误的同

志: �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 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

误,并且能改正, 这就很好, 就是很好的同志。� [ 15]
在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时候, 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采取批评的方法、说服

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还把革命的人道原则用于对待不同阶级

的人们,包括敌人和反动分子。他认为,革命的目的

是消灭剥削阶级,面对整个敌对阶级,只能用斗争的

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则。但对于不同阶级中的具体

个人,却可以和应该采用人道原则。放下武器的敌

人,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阶级与人民

对立。而且,敌人营垒中的士兵,如日伪军以及国民

党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多是被强征入伍的,属于劳苦

大众而不属于剥削阶级,从这一点来说,也应该用人

道原则去保护、争取、团结他们。

当然,毛泽东在晚年对 �阶级 �的错误估计和随

意理解,使得自己在实践中逐渐背离了这些正确的

思想,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

反人道的行为。但是,不管怎样, 毛泽东对革命人道

主义原则的理论上的论述超越了传统 �大同 �理想

的人道和谐原则, 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最基本最初级的道德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 �大同 �思想在毛泽东的社
会理想观中,既有继承, 也有超越与发展。人类社会

的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人类对社会实践的认识

也在不断的发展提升。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今天,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实践, 学习研究毛泽东的

社会理想观,这无论是对社会理想论的建设,或是夯

实理想教育的理论基础, 或是加强对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的指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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