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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跟毛泽东学修身的方法儒家认为，修身是人生第一大事，是各项事业的起点。
青年毛泽东为了磨炼身心，曾约同学外出游学。
到野外经受风吹、日晒、雨淋，名为风浴、雨浴、雪浴。
毛泽东的这种修身观，具有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圣贤境界中主动诉求的色彩⋯⋯
【修身与方法】修身立德是进行道德修养、完善自我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为人、立身、处世的
根本。
人常说“玉不琢，不成器”。
一个人不修身，不受道德教育，不进行道德修养就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
身修已正，近方可齐家，远方可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儒家学说中所说的“修身”，其实质就是要求每个人高度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从而成为一个大公无
私、品格高尚的完人，最终自己的道德达到“至善”境界。
即具有智、仁、勇这三种品质。
至于获得这三种品质的途径，儒家提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理论。
所谓“好学近乎智”，即通过勤奋地学习，不断地认识、掌握自然、社会的运动发展的规律，使自己
获得知识，变得聪明有智慧；所谓“力行近乎仁”，即通过实际行动为他人、为家庭、为朋友、为国
家、为民族、为集体，甚至为全人类做好事、善事；所谓“知耻近乎勇”，即不断地反省自己，改正
错误，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符合实际，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客观规律，在“独善”与“兼济”的生涯
中少走或不走弯路。
青年毛泽东领悟了传统修身观的构成性神髓，保留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传统致思倾向和
“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同时给传统修身观注入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内涵
。
毛泽东站在东西融汇处，密切地关注现实，从而能够真正地了解中国，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找到一条
切实的道路，他的修身观植根于人，生于斯止于斯有限的或终极的世界境域，是不断地构成的，因而
具有开放性，能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适于中国国情的主义，故而能升华为无产阶级伦理学说。
他后来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都是对他青年时期修身观的进一步
发展。
他的伦理思想，在东西融汇、改革开放的今天，尤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是如何修身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毛泽东为了他
立志奋斗终身的事业，是知错必改的。
他有一个基本看法：是人，就会有错误。
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并指出这是共产党
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对别人的批评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自己的缺点，要时时批评
，“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把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
王明、饶漱石等人相提并论，当做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毛泽东学方法>>

李立三对此表示异议。
他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李立三路线当然是很坏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当做坏的榜样来教育党员
的。
但是李立三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不是因为犯过错误就永远是个坏党员，只能当成坏的榜样呢？
”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公开发表这篇报告时，把有关段落删去了。
毛泽东对错误，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是深恶痛绝的，他告诫全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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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批评不是为了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
是为了把人打死，而是为了帮同志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因此，批评时既要严正尖锐，又应与人为善。
道德修养与实践磨炼相结合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写给会友彭璜的信中，提出加强道德修养是“救
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认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
”共产党人如何通过道德修养来培养与旧道德人格根本不同的新型理想人格？
毛泽东认为，要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道德修养水平，永
远也不能停止。
1949年初，为了革命全局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过段时间中央机关就开进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
要去北平的消息使所有的人都十分激动，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在他的心目中，进北平不仅是一
个胜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考验的开始，而且这个考验还很严峻。
散步回来，毛泽东特意走进警卫员的屋子，对战士们说：“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进北平以后
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回答：“大家在讨论时，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
破坏和捣乱。
对大城市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决不中糖衣炮弹。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不错，既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接着毛泽东对每个人都问了一遍，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
有的说：“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车祸。
”毛泽东说：“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有的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其中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了吧？
我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见小米饭菜就饱了。
”毛泽东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
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
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
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完
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时，毛泽东还再一次提到李自成的教训：“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的政府，很多人要在政
府里做官。
不管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
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
那样，可就成了李自成了。
”警卫员告诉毛泽东说，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做了批示，所有的人员3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
毛泽东说：“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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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有纪律做保障。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犯纪律。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毛泽东还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
、斯平列。
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学习和实践中求“天地之大本”毛泽东自幼喜读史书，爱做史论文章。
通过钻研历史，他不但增长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启迪了思想智慧，学会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现实
，展望未来。
早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读过《左传》、《史记》、《通鉴类纂》。
1912年他进入一师后，认真阅读了《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等古籍。
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
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
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
读而不可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纵览其一生，学而不厌，发愤著书，在哲学上殚精竭虑，其著名的三论——《认识论》、《实践论》
、《矛盾论》正是他探求“天地之大本”的明证。
而他领导中国革命建立独立自强的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业绩也正是他发挥其“至伟至大之力”的结果。
毛泽东的修身，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修养，而且十分重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实践中学习。
他认为，人和实践都是无字天书。
通过实践，能够增长知识，并且能够变革现实，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因而这不仅是一个求知的过
程，而且能够使人获得智慧，使人格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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