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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白话文还是古文，毛泽东都运用自如，是公

认的文章大家

毛泽东的文风特征

毛泽东无论是白话文还是古文，

都运用自如，是公认的文章大家。毛

泽东的文风有哪些特征呢？我个人觉

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突出的特征：

问题意识明显

1991 年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共收

录 159 篇文章，看这些文章的标题立

马就让人就知道是什么内容，因为这

些标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像《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

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这些标题就起

得非常好，其要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

文章的题目就是文眼，就是要有明确

的问题意识，读者一看题目就知道你

想要说什么、想干什么。

情感丰富尧文字生动

早期党内一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理论家的文章最大的毛病就是“空”，

从头到尾都是大话连篇、空话连篇，喜

欢用长句子、排比句，喜欢引经据典，

但是缺乏真情实感，装腔作势空洞地

喊口号。毛泽东的文章渗透着文采和

情感。他自己也说自己是重感情的人，

“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

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

活；性不好束缚”。虽然这是自我反省、

提升自己的谦虚之词，但他的文字中

渗透的丰富情感是非常明显的。毛泽

东早期的诗歌、文字透露着直白的情

感。文字没有情感就不会灵动，就不

能打动人。你看他早年祭奠故去的同

学的诗句：“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鸣鸡一

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

珠眶涨……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这些文字

的文风具有典型的婉约派色彩，生动

地说明毛泽东具有多愁善感的一面。

但是，毛泽东文章的豪放之气更为浓

厚，你看他 1918 写给罗章龙的诗句：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豪情万丈！

精于对仗

毛泽东年轻时对《昭明文选》学得

很透彻，那里面南北朝文章收得很多，

南北朝骈体文居多，骈体文学好了对

联肯定写得好，毛泽东无论文章还是

诗词都很注意对仗工整。这方面的例

子举不胜举。

1915 年悼念同学的对联：“胡虏多

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

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

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1930 年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他

写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

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

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坐地日行八千里，巡天遥看一

千河”“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

臂摇”“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

雷激”。

这些文字对仗都非常工整，富有

鲜明的文字美感。没有美感的文字苍

白无力，无法打动人、无法征服人。

善于说理袁表达流畅

毛泽东文章特别好懂，无论是《毛

泽东选集》还是《毛泽东文集》，只要初

中以上水平的人都会看明白，甚至读

一遍就能记住，就是因为他的文章一

直用流畅的文字讲清楚问题、说明白

道理，而不是搞文字游戏。理论即使再

深奥，毛泽东都能够用通俗得语言表

达出来，都能够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

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

观点鲜明

毛泽东写文章、讲话，观点非常鲜

明，通篇下来没有大概、或许、差不多、

也可能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表

述，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直奔主题。

看完毛泽东的文章就知道他想要说什

么、想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么去

做。所以，这样的文章读起来非常轻松

明白，不觉得费劲。

文字简洁

毛泽东的文章基本没有生僻字

词。有人统计过，《毛泽东选集》四卷总

共使用的汉字只有 2700 多个，小学

生都认识，但是意思表达却很清晰明

白。毛泽东曾经严厉批评那种喜欢用

生僻字的做法，认为那是成心让人看

不懂、听不懂。

爱憎分明尧是非清楚袁绝不含糊

丁玲克服重重障碍来到陕北抗

战前线，毛泽东毫不掩饰赞美之情：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

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

将军”。彭德怀在西北指挥军队取得

大捷，他泼墨挥毫：“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

彭大将军！”当他愤怒时也毫不客气

地批评、斥责，对于“左倾”路线统治

白区城市搞“飞行集会”行为，毛泽东

直接形容“蠢得像猪”，“那些将马列

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说句

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

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

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

什么用处呢？”这样的文字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透露着爱憎分明的态度，没

有任何含糊的余地。

气势磅礴袁酣畅淋漓袁一泻千里

毛泽东政论文章的文风占据中

国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革命主义、

英雄主义制高点，对于中国革命和建

设中的问题采取不回避、不诿过、不

迟疑闪烁的态度，敢于面对问题、勇

于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定地表达

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流露出一种磅礴

气势，以酣畅淋漓、一泻千里的气势

压倒对方，展示出强烈的自信。毛泽

东 1949 年写的五评《白皮书》，可以

说是这种文风的最高境界，时至今日

仍是政论文的典范。

条理清晰尧逻辑顺畅尧一目了然

这方面的文风集中体现在《论持

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

以“中国为什么不能速胜”“中国为什

么不会失败”，深入全面细致地分析

了中日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

关系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层层递进、

点点解剖，最后令人信服地提出了抗

日三阶段的论述，雄辩地说明了持久

战必然性。

渊作者 程美东 为北京大学中共
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尧教授冤

野挥将日月长明笔袁写就雷霆不朽

文遥 冶毛泽东早年就立志做野立德尧立

功尧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冶遥 他为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不仅立下了不朽之德

和不朽之功袁也立下了不朽之言遥 毛泽

东立言始终有野本冶野领冶野实冶野灵冶野干冶
贯穿其中袁集中反映了为人民服务尧党

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尧实事求是尧独立自

主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尧 努力奋斗

的思想遥

毛泽东立言之野本冶

毛泽东在立言中始终重视一个

“本”字。这个“本”字集中反映的是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本质联系：中国人

民是中国共产党之本。

从“本”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源来自马克思主

义，把俄国革命的理论加进去就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

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

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源来自中华民族。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

国共产党。”他批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

主义者，“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而“马

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

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根源来自中国人民。

1949 年 7 月，毛泽东指出：“二十八年前

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

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

要”“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

立的”。

从“本”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了什么而存

在的？对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

“为人民服务”。革命之初，他就指出：“为

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

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

济的幸福”。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

演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共

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

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有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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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毛泽东向来认定，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根

本在于依靠人民群众，是随着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真正的

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

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

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

打不破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

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

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解放

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

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中国的建设

中，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

造力”“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立言之野领冶

毛泽东立言的“领”字是和“本”字

联系在一起的，即“本领”。毛泽东立言

中“本”和“领”的关系，就是中国人民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毛泽东著作

中，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人民”，第二

个关键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

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这是毛泽东概括的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事实，也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核心

观点。

从“领”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毛泽东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

任。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

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

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

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

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

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

导才能完成。”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谈到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关系时强

调：“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

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

得不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党的七

大上，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

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

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

可能的。”“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

领导就没有胜利。”

从“领”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方法。

毛泽东阐明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

责任、发挥领导作用，就要重视思想方

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930 年 5 月，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

地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通过调查研究搞

清实际情况，走马克思主义“本本”“必

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斗争

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里实际

上提出了思想方法问题。1934 年 1 月，

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中提出了工作方法问题：“我们的任

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

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

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

瞎说一顿。”他提出采取“实际的具体

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在延安整

风学习中，毛泽东写出《关于领导方法

的若干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

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

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

导和群众相结合。”他强调：“在我党的

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

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立言之野实冶

毛泽东早在湖南长沙读书时就在

《讲堂录》中记下了他的老师杨昌济对

“实”字的讲解：“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

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真

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从“实”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

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实事求是，根本在于“实”，关键在于

“是”。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

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

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

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

口“拿本本来”，“从书本上讨生活”是要

不得的，本本主义“如不根本丢掉，将会

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总结道：“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

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

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

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

的教训。”

从“实”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

研究。为什么要重视调查研究？因为只

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搞清实际情况作

出正确决策。1930 年 5 月，毛泽东指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

决问题”“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

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

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

志了解中国情况”。1941 年 3 月，毛泽东

指出：“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

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

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

正的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者是不

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

向社会作调查”。

从“实”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做老

实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

阐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要求共

产党员要“做老实人”。他批评教条主义

者“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徒有虚名并

无实学”，恰似“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

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指

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

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

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毛泽东在党

的七大上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

不吹”，也是要求做老实人。他说：“讲真

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

产党人更应该如此。”“我们一定要老老

实实”。

毛泽东立言之野灵冶

“灵”就是自主性基础上的灵活、灵

动、灵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

略问题》中指出：“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

现主动性的东西。”

从“灵”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

战术。毛泽东对抗大学员们说：“我们这

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

的，就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

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

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

去。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等到敌人技

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它。”他在《论持

久战》中指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

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渊这个势袁包
括敌势尧我势尧地势等项）而采取的及时

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

所谓‘运用之妙’。”“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重视的“灵

活”，不是背离时势的灵活，而是因时因

势的灵活。

从“灵”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

自主。“灵活”是主动性的表现，是主体

能够独立自主时才能有的表现。毛泽东

立言的“灵”字，根子上重视的是独立自

主。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

遵义会议开始的。”毛泽东提出“另起炉

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

大外交方针，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

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

党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

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

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

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独立自

主立场上的和平外交。毛泽东时代的独

立自主，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

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

重要基础。

从“灵”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生动

活泼。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在政治局面

上的表现就是生动活泼。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从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到实行“统筹

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都体现了经济

工作上“生动活泼”的要求；“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文化工作上

“生动活泼”的要求；“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的方针体现了统一战线工作上“生

动活泼”的要求。这些建设时期“生动活

泼”的要求，与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

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

视敌人”等军事工作上的“生动活泼”是

完全统一的。

毛泽东立言之野干冶

“干”字生动而深刻地体现在实践

第一、不怕牺牲、只争朝夕上。“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一定要把革命干成

功，干到底”。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干”的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注重“干”

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干”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

第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

毛泽东曾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提出过。

“实际”的角度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

出来的，即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角度

提出来的。“特点”的角度是从辩证法的

角度提出来的，即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实践”的角度是

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来的，即从认识与

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三者角度

虽不同，但内容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

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具体特点相

结合，最终是要通过具体实践去解决问

题，是要干起来、做起来、行动起来。

从“干”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不怕

牺牲。中国革命敌强我弱，中国共产党

用小米加步枪去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

派的飞机加大炮，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

面临艰难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要把革

命“干”成功，必须要有不怕牺牲的精

神。正如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一诗所

概括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赞美中国共

产党人是干大事不怕牺牲的人。他在七

大预备会议上回忆党的 24 年历史时

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

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

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

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大会闭

幕词中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国革命的胜

利是先烈和前辈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干”出来的。

从“干”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只争

朝夕。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中国的

“一穷二白”，毛泽东反对慢吞吞地干、

主张“只争朝夕”地干。他在《满江红·和

郭沫若同志》的诗中写道：“多少事，从

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只争朝夕”地干些什么呢？从

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就是要“独立自

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

化革命”。“只争朝夕”疾步前行，也发生

过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总体来看，如果

没有“只争朝夕”地干，怎么能搞出“两

弹一星”呢？怎么能使多数文盲家庭走

出中学生、大学生，甩掉“文盲大国”的

帽子呢？怎么能将人均预期寿命由 1949

年的不足 35 岁提高到 1975 年的 64 岁，

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呢？

据叶北京日报曳

写就雷霆不朽文
———探寻毛泽东立下的不朽之言

纪 念 毛 泽 东 同 志 诞 辰 1 3 0 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