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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学界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阶段、基

本内涵和历史地位研究成果发现，学者们认为：（１）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
来源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伦理思想。（２）毛泽东集体主义
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在１９８０年代，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专题研究
的较少，且内容主要包含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有关研究中；在１９９０年代，对毛
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增多，少量包含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中；２１
世纪以来，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开始占主流，研究内容也开始从

道德伦理领域向政治伦理领域和对比研究扩展。（３）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主要
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为人民服务是其基本立场，集体至上是其基本原则，公私

兼顾是其协调方法，个性解放是其自由观念，民主集中是其政治原则。（４）毛泽
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它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值观，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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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集体主

义论述之集大成，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

财富，它不仅形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也形

成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治伦理原

则。本文拟通过四十年来学界对毛泽东集体主

义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阶段、基本内涵和历史

地位研究成果及其现状的梳理，旨在揭示毛泽

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深刻

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源泉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属性，从而为更好地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持。

　　一、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

来源

　　纵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十年国内

关于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主要研究，我们可

以发现，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

有三个方面，即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

方伦理思想。

１．来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思想，而毛泽东酷

爱中国传统文化，饱读中国古典书籍，深受其熏

陶和浸染。

江涌等［１］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吸收

了中国古代重群体、倡协同文化的积极因素。

闫东明［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心理、忧

患意识、经世致用传统，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影响

深刻。刘国胜［３］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

家、儒家都有历史悠久的“无我论”思想，从理

论源头看，这种“无我论”思想正是毛泽东“大

公无私”集体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另外，孔子

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等传统文化观念都把人

生的社会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这些也是毛

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２．来源之二：马克思主义

杜振吉［４］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先

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毛泽东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

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曹景田［５］认为，毛泽东

集体主义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集体主义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陈昭启［６］指出，毛泽东集体

主义思想的真正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

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对毛泽东集体主义

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黄显中［７］认为，毛

泽东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属于从“虚构的集体”

向“真实的集体”过渡的初级形态，马克思恩格

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真实的集体”

的论述，是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

论来源。韦世荣［８］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

主要是在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集体主

义的重要性、兼顾个人与集体利益等方面继承

了马克思主义。

３．来源之三：西方伦理思想

学者们还认识到：毛泽东集体主义价值观

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而且

也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例如，林

青山等［９］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受到了泡

尔生的道德伦理学影响。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

校时，毛泽东就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并写了一篇读后感———《心之力》，将泡尔生的

自我观念转化为他的个人主义精神，主张在社

会实践中张扬人的个性，后来毛泽东在他的集

体主义思想中，提出个性与党性是完全一致的，

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刘国胜［３］认为，从思想

渊源来说，毛泽东“自我的发现”显然是受西方

近代笛卡儿的主体性哲学“我思故我在”观点

的影响，因为笛卡儿思想影响了康德综合理性

论和经验论，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正是一

本深受康德主义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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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十年来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

研究的三个阶段

　　四十年来学界对于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

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８０年代；（２）

１９９０年代；（３）２１世纪以来。

１．１９８０年代

１９８０年代，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

的专题研究很少，且内容主要包含在毛泽东伦

理思想的有关研究中。建和等［１０］认为，毛泽东

提出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

就是共产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集体主义；

林青山等［９］指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这三者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道德理想；顾春

明［１１］指出，毛泽东提出了完备的集体主义原

则，他的“民族第一、群众第一、个人第二”的思

想就是集体主义的集中体现，这是他对马克思

主义伦理学的杰出贡献；汪应峰［１２］认为，毛泽

东伦理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了共产主义道德体

系中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欧阳茂森［１３］认为，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体系包含着集体主

义原则；宋惠昌［１４］提出，毛泽东“统筹兼顾”

“公私兼顾”的思想是集体主义原则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温善策［１５］认为，

毛泽东伦理思想体系的道德规范是集体主义；

杜振吉［４］认为，在毛泽东思想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集体主义思想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黄锡

平［１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虽然对集体

主义作过不少论述，但只有毛泽东对集体主义

进行了全面论述，并明确把它作为社会道德的

基本核心与价值原则。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集体主义被学者们

定位于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学者们共同认

为，毛泽东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

思想，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的伦理学思想。但是，学者们对于集体主

义在毛泽东伦理思想中的具体地位的看法还不

太一致。有人认为，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

想的道德理想，有人说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

思想的核心，也有人说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

思想的道德规范。

２．１９９０年代

１９９０年代，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

的专题研究增多，少量包含在对毛泽东伦理思

想的研究中。江涌等［１］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

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以共产主义道德为

原则，继承中国古代重群体的价值传统而形成

的；曹景田［５］认为，集体主义在毛泽东伦理思想

中居主导地位，是其道德体系中的基本原则；郭

永军［１７］指出，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

原则，它在毛泽东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谢

昌荣［１８］认为，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集体利益与人个利益相结合的思想，把集

体主义概括为“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明确提

出反对个人主义；夏伟东［１９］认为，毛泽东坚持

了集体主义立场，把集体主义作为党的传统思

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集体主义被学者们

定位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大家对集体主义

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已不持异

议，但对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这

一观点仍有不同的看法。

３．２１世纪以来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

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在我国伦理学研究中开

始占主流，研究内容也开始从道德伦理领域向

政治伦理领域和对比研究扩展。樊石虎等［２０］

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是集体主义，为人

民服务是其内涵的本质，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

的实质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在政治制度上表

现为民主集中制。吴敏［２１］认为，毛泽东集体

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今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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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政治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苏伟［２２］认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之核心是集体主

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毛泽东“公私兼顾”的

思想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指导思想。郭聪

惠［２３］认为，集体主义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伦理

思想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们虽然在理

论上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实际上自成体系。李

建［２４］认为，集体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伦

理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其政治伦理制度。张

丹［２５］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价值观包括集体

主义的实践观、公与私的义利观、为人民服务

的道德观、团结联合的和谐观。韦世荣［８］指

出，毛泽东强调集体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具有

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继承，完成

了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协同

思想的结合，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

思想的发展。黄显中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伦

理原则由两条基本条款组成：“条款一：社会

主义集体鼓励和促进与其相容的个人利益

（肯定原则），条款二：社会主义集体反对和限

制与其不相容的个人利益（否定原则）。”［７］其

中第一条款是主张统筹集体与个人利益，第二

条款是主张集体利益、首先是国家利益的优先

性。孔全新等［２６］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经济

伦理观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

价值观。崔华勇［２７］指出，集体主义是整个毛

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张晓燕［２８］认为，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实践体

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陈昭启［６］认

为，毛泽东集体主义精神在方法论和价值论层

面实现了对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双重超越。

倪艳秋［２９］提出，毛泽东集体主义的特点是人

民性、阶级性、实践性和阶段性。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毛泽东集

体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它的

本质内涵、价值观构成、伦理原则方面的研究，

大大丰富了毛泽东集体主义的内涵。另外，在

对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集体主义思想的比较

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三、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基本

内涵

　　国内有关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内涵的研

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杜振吉［４］认为，毛泽

东集体主义首要的、最基本的思想内容是坚持

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使个人利益

服从整体利益，使局部利益让位于全局利益，使

眼前利益让位于长远利益。江涌等［１］指出，首

先，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集体主义

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次是公私兼顾，最后是个人

利益在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牺牲个人利

益，保全集体利益。严静等［３０］阐释了毛泽东集

体主义思想的三层涵义：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

人利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必要时牺

牲个人利益。张丹［２５］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

想的内容包括集体主义的实践理念、公与私之

关系的义利理念、服务于人民的道德理念、团结

联合的和谐理念。李合敏［３１］指出，毛泽东集体

主义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倪艳

秋［２９］指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包括五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兼顾国

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反对个

人主义；四是坚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五是树

立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概言之，为人民服务

是其基本立场，集体至上是其基本原则，公私兼

顾是其协调方法，个性解放是其自由观念，民主

集中是其政治原则。

　　四、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

地位

　　关于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学

者们大体有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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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它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

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重群体、倡协同，与西方文化

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的群体主

义属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范畴。群体主义重视

群体利益，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倡导中庸、兼爱、

贵和、尚同的思想。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

主义价值观也存在着时代局限性，而毛泽东集

体主义思想超越了群体主义价值观。江涌等［１］

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实质上代表着统

治阶级的私利，忽略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毛泽

东集体主义思想，一方面超越了群体主义所代

表的狭隘的统治阶级利益，用集体主义原则代

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超越了群体

主义宗法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提出尊重人

的个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促进人的自由

发展。陈昭启［６］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是

对群体主义的哲学基础———整体主义———的超

越，整体主义企图在整体和个体之间找到一种

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方法很容易导向唯心主义

决定论。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集体主

义思想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值

观，推动了中国从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社会的

转型，为个人的经济自由、政治解放提供了理论

基础。

２．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

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也是对马克思

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理论方面，宋惠昌［１４］认为，毛泽东“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从集体主义角度对

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度概括；韦世荣［８］认为，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协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结

合了起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顾春明［１１］认为，毛泽东

吸取了马克思集体主义理论的营养，接受了斯

大林集体主义实践的教训，从中国国情的实际

情况出发，确认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

本原则。

在实践方面，顾春明［１１］认为，毛泽东丰富了

马克思恩格斯集体主义的实践内涵。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又逝世过早，

他们均没有提出具体的社会主义应有的社会公

德，而毛泽东在集体主义原则下第一次明确提出

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的社

会主义公德。张丹［２５］认为，在中国革命时期，毛

泽东的服务于人民、注重群众的团结联合等集体

主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

３．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的理

论基础

夏伟东［３２］认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集体主义本质

的认识是一致的，集体主义思想在政治与伦理

两个层面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指导思想。陈

昭启［６］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在组织原则

方面的实现路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直到今天，

民主集中制原则仍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

则。赵壮道［３３］认为，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

人民群众服务”的执政理念后，中国共产党历

届领导人都毫不动摇地坚守了这条政治伦理原

则，后来“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演变为中国

共产党的宗旨。

总之，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不仅承继了中

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和理

论资源，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它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完善过程

中，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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