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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实现中国梦的奠基性贡献
*

李佑新，吴 璇
(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

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领导力量基

础;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制度基础;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

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国防武装力量基础。必须深刻认识这些本质性历史事实的重大意义，不能陷入某

些研究者以琐碎的历史细节颠覆宏观历史结论的方法论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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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的伟大梦想。这一伟大梦想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

夙愿，贯通中国共产党救国、兴国、强国的宏阔历史

征程。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彪炳史册。
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为实

现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践相结合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正是在毛

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 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头活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的浩劫与屈辱世所罕

见。接踵而至的侵略战争在打碎“天朝之梦”的同

时，也开启了中国先进分子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不懈追求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探索之旅。在这

一救国追梦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洋务派的“自强求

富梦”、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梦”、资产阶级维新派

的“改良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但都幻

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

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

学 为 国 家 服 务，结 果 也 化 成 了 梦，一 概 幻 灭

了。”［1］1080历史证明，不仅农民起义不能成功，资产

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无法完成其所承负的历

史使命，它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所寻借的各种

武器，既不能有效地对付封建主义，也不能使中华民

族获得独立，而且“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在各种强

国迷梦相继破灭、救亡图存诸条道路均受阻塞、中国

人民四顾茫然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

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

目就 起 了 变 化 了。”“走 俄 国 人 的 路———这 就 是

结论。”［2］1470—1471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俄式革命道路，但这

条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更无法一劳永

逸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俄式革命”的道路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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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

及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社会的特殊

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与特殊方式，这不

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能找到的，也是俄式革

命道路及其指导理论列宁主义回答不了的。事实

上，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处在幼年

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连续出现了或右或

“左”的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无论是

“左”的还是右的错误，其根本特征都是脱离中国革

命的具体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适合

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毛泽

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解决了革命

进程中的一道道复杂难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迈出了中

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
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

幕，而这“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

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2］1438。如

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

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无疑是摆在中国共产党

人面前的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毛

泽东深刻地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

“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

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第二次结合”思想

的指导下，毛泽东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

段的理论判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明确了国情依

据; 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学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擘

画了战略目标; 提出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

线、国际与外交等方面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

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而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无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根

本性思想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正是在毛泽东思想

的指引下不断创新科学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

历史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的十九大再

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

人民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而 奋 斗 的 行 动 指

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并

系统论述了“中国梦”这一重大命题，深刻阐述了民

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揭示了我们在民族

复兴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规划了民族复兴

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向前推进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力

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

新时代特征，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

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价值立场、思维方法、理论旨

归等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在新时代对毛

泽东思想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和强起来，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关

键在于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指

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

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

想的主要创立者，不仅为形成党的科学指导思想做

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思想基础，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

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制度基础

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获得民族独立

与人民解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绝

对必需的历史前提。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

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从而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

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性的历史前提。
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摆脱亡国灭

种的民族危机，重整山河破碎的乱世局面，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

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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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少 年 来 多 少 人 做 过 这 种 梦，但 是 一 概 幻 灭

了”。［1］1080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丰衣足

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

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

和不能富强的。”［3］432经过近 30 年的浴血奋战，以毛

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4］343。新中国的成立，使人

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彻底结束了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

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

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

跃”［5］，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历

史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

是一句空话。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形象地指出: “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

了三 十 年，但 是 起 房 子，这 个 任 务 要 几 十 年 工

夫。”［6］43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铲平了旧中国的地

基，由此开启了“起房子”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

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人

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

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

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

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

之 日，这 个 法 宝 是 万 万 不 可 以 弃 置 不 用

的。”［2］1502—1503基于这样的认识，1954 年 9 月召开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

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以人民民

主和社会主义为原则，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

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此基础上，确立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建构了具有

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实现了

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不仅超越了资本主

义的制度模式，还超越了当时苏联的制度模式，为新

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至 1952 年年底，我国完成了医治

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随即逐步实现国家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

现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例如，在先进行国家

工业化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突破先打基

础后过渡的模式，选择工业化和改造同步推进的道

路;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上，突破一举过渡

的设计，采取逐步过渡，水到渠成的战略; 在农业社

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突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模式，

采取初级社、高级社等过渡形式;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问题上，突破“国有化”的单一模式，采取多种

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 在公有制

实现形式问题上，突破单一化的国有制，形成了国营

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

局。正是这些重大突破，避免了社会变革可能带来

的冲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社

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在建立起社会主

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后，又进一

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完成了中华民

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

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

础。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

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5］。
三、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

中国梦奠定了国防武装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巩固

国防和建设强大军队为战略支撑。近代以来，中国

有国无防，屡遭列强侵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最终担负起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

史使命。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完

成这一历史使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

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

重大问题。经过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古田会议

等，我们党制定并实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

原则和制度，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打造

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同人民群

众保持密切联系、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

军队，首次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

使军队真正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工具和实现民族复

兴的坚强力量支撑。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我们党沿着毛泽东开辟的建军道路不断

前进，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

原则，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定了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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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八项注意等一整套人民军队建军治军原则。在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由弱变强，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

和创造力，切实肩负起了抵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崇高使命，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正

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 “中国革命的胜

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

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

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

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7］16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推进国家

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巩固的国

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经济

基础薄弱、周边环境异常复杂、遭受西方敌对势力封

锁包围的社会主义新生国家，要捍卫已经争得的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果，就必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这一总方针的

指导下，党中央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等军种，建立

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完成了人民军队有

史以来的重大转变，即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

种的历史性跨越。在国家各项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的

情况下，用有限的经费来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在较

短时间内使我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改善。毛

泽东还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实行统一的

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

训练，以适应现代战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这些重要思想，使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

发展，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斗争的胜利，打破

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

赢得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开辟了我军建设由低级阶

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的历史征程。
这里特别要提到，在常规武器发展取得成效的

同时，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设

想。1955 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

东提出要钻研原子能［8］395，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

的历史性决策，随后又做出加紧研制导弹和人造卫

星的战略决策。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

济遭遇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在华专

家的情况下，面对国防尖端技术项目是“上马”还是

“下马”的分歧，毛泽东果断作出重要批示:“要下决

心，搞尖端技术”［9］100，“不能放松或下马”［9］137。广

大科研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组织攻

关，于 1964 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又很快

突破了中远程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

术，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由落后的起点跨入

了掌握尖端武器国家的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现代

化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事实充分证明，“两弹一

星”的成功研制，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有国无防”
的历史，打破了某些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而且奠

定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大国地位的基础，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

有 重 要 影 响 的 大 国，就 没 有 现 在 这 样 的 国 际

地位。”［10］279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继承毛泽东国防和军

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

出发，科学解答了新形势下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索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进入新世纪新阶

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方大国遏制

我国崛起的战略围堵、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复杂局

面和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严峻形势，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由大国向

强国迈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要求，明确提出

军队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
的战略要求和“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11］

的战略任务，并就强军兴军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

论述。这些论述阐明了推进新时代军队建设的目标

布局、理念思路、发展动力、战略举措、根本保证等，

是对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

则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

者和国防现代化的主要奠基人，为新时代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

现中国梦奠定了领导力量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曾

有大约三百个政党团体，但后来绝大多数烟消云散，

为历史所淘汰。只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

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并为此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

家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而其中贡献

最大的无疑是毛泽东。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加强党对

军队和革命的领导问题。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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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强调: “既要革命，就

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

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

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1357 为此，毛泽东把“建

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

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

一项“伟大的工程”［12］602，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

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

想;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

线和一整套干部政策; 科学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
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开展整风运动这

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提出“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

些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方针，创造性地解决

了在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

多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

问题，使党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历史昭

示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复兴才真正有了希望。在毛泽东党建理论的正

确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完

成了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从此改变了被

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的提出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

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同时，还致力

于探索解决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早

在 1945 年 7 月，当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支配时，

毛泽东以“民主”两字作答，坚信找到了跳出周期律

支配的一条新路。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建设主题

即将转变为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预感到

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

著名论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

攻。1949 年 3 月，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

东又提出了“进京赶考”这一重大命题，并说:“退回

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

好成绩。”［6］470离开西柏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

成了领导民主革命的考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考场，

去做一份关于如何确保党的纯洁性的全新试卷。新

中国成立后，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化、
铺张扬厉等不良风气，毛泽东从保持党的纯洁性、捍

卫人民政权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通过开展

大规模的整风整党运动、制定一系列惩治贪污条例、
严肃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腐败案等，及时遏制

了不良作风的滋长蔓延，使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

仅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为改革

开放后 中 国 共 产 党 加 强 纯 洁 性 建 设 奠 定 了 重 要

基础。
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在他的

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由弱到强的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而且在于他的建党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党的

建设的重大影响。当前党迎来了执政逾 70 年的重要

历史节点，党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到

北平时的形势极为相似: 巨大的胜利与巨大的考验并

存。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另一方面则是严峻的国内外政

治经济形势，以及改革发展中错综交织的深层次矛盾

和问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3］15中国太大了，人

类历史上很多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效了; 实

现中国梦太复杂了，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

都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没有党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

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统筹各方面工作、协调各种

利益、理顺重大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必将陷入举步维艰

的境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但同时，党的

建设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3］17这一重要论断

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内在逻辑关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重任以

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梳理习近平总书记

在管党治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与毛泽东

总体思路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他们都始终遵

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党

建理论同中国特殊的国情党情相结合，都致力于把党

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

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

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
结 论

前述基本的历史事实表明，我们愈接近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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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毛泽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愈加凸

显出来。鉴于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领域中一个时

期以来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产生的碎

片化结果，非常有必要重复上述本质性、整体性的历

史事实。坊间流传的有关毛泽东的各种“秘闻”，或

关于毛泽东心理动机和历史细节的各种“诠释”，黑

格尔似乎早就已经对此做出了尖锐的评论: “这种

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

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

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

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

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

的历史便愈为深刻。”［14］295“仆从眼中无英雄”，“但

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

从”［15］29。马克思也曾公开批评十九世纪著名历史

学家兰克是“手舞足蹈的矮子”，因为他把历史贬低

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

事”［16］423。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

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

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的方法，“最重

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17］26。因

此，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或者说整个历史研究，

不能只停留在罗列和考证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把

握基本的历史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否

则，就会导致对于越来越细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

而对本质性的、基本的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从而

以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曲解历史，以对历史细节

的“阐释”颠覆宏观的历史结论，这正是一个时期以

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方法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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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Ｒ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LI You － xin，WU Xuan
( Centre of Study on Mao Zedong Though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a grand goal pursu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main founder of Mao Zedong Thought，Mao Zedong laid the guiding ideology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as the main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o Zedong laid the leadership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as the main founder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Mao Zedong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
nese Dream; as the main found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Mao Zedong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essential historical
facts，and not fall into the methodological pit that some researchers subvert macro － historical conclusions with trivial historical details．

Keywords: Mao Zedong; the Chinese Dream;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historical nihi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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