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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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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主要有人民性、民族性、批判性特征。当前我国脱离群众的文风依然存在； 

教条主义、洋八股仍待废止；形式主义的文风仍有市场。我们应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文风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贯 

彻“两为”方向，发展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克服形式主义，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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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 

整治文风会风，提出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 

力戒空话套话。” [1](158) 十八大选举出的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上任伊始，就要求会风简洁，力戒读稿。这些 

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对文风建设提出 

的新要求。回顾毛泽东丰富的文风建设思想，吸收其 

文风思想中符合时代特性的部分，对今天我们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提倡的文风特征 

(一) 人民性 

毛泽东提倡的人民性的文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毛泽东认为，文章是让人民群众看的，而 

不是吓唬人民群众的。“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 

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 

要群众看。” [2](834)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 

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 [2](835) 其二，毛泽东认为， 

文化工作应该尊重对象，尊重读者和听众，应该熟知 

群众的文化形式。“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 

写文章做演讲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共产 

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 

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 

听的， 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 不要人听。 ” [2](836)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 

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2](837) 其三，在如何 

熟悉文化工作对象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 

应摆脱旧习，应主动和人民群众接触。毛泽东批评了 

一些文化工作者不与人民群众接触的错误行为，强调 

文化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要摆 

脱党八股的影响，就应该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在 

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使自己也变成群众的一员。其四， 

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是要追求社会效果的。毛泽东 

反对那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人，要求文化工作者 

要能够“化一下给群众看”，要求文化工作者能够描 

写群众、鼓舞群众、引导群众，要求文化工作者的工 

作能够对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产生推动作用。 
(二) 民族性 

毛泽东提倡的民族性的文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毛泽东认为，民族性不等于排外，相反， 

要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和先进道理。“我们还要多多 

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 

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2](837) 其二，毛泽东提 

倡民族化和大众化，强调一切先进的理论在中国的运 

用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环 

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 

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 

马克思主义。” [2](844) 其三，毛泽东指出违反民族性的 

教条主义文风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认为，我们应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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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对待国外的进步道理，灵活运用，而不能将之当 

成教条。毛泽东指出，“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文言文， 

反对旧传统，一班新人物从西方引进了新概念、新方 

法和新思想，这对破除封建余毒起到很大作用。但 

“‘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 

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 

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 

条。” [2](831) 中国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引入了马克思主 

义这一思想武器，但是王明等人将从共产国际带来的 

苏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教条化， 演变成“党八股”。 

“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了这 

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 

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 [2](831) 

(三) 批判性 

本文所称“批判性”，并非政治批判之意，而是 

指毛泽东提倡的务实、辩证、非形式主义的文风。具 

体而言： 其一，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言之有物。“最 

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 

样，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 是必须停止的。 ” [2](834) 

其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时应做辩证思考。毛泽东 

指出，一些党员和文化工作者“对于现状、对于历史， 

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 

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 

一切皆好。” [2](832) 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 

的方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其三，毛泽东认为，文章主 

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强调文化工作要能帮助 

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化工 

作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2](839) 毛泽东还指出了解决问 

题的方法，即通过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问题和提出 

问题， 然后继之以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 

其四，毛泽东认为，文章忌格式化。毛泽东形象地将 

那些格式化的文章称之为“中药铺”。“写文章，做 

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 

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 

大 ABCD， 小 abcd， 还有阿拉伯数字， 多得很！ ” [2](838) 

毛泽东认为，这种罗列拼凑的文风是极有危害的。 

二、文风的现存问题 

(一) 脱离群众的文风依然存在 

在文风建设中，漠视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依然 

存在。这表现为：其一，“伪精英文化”吓唬人民群 

众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先进文化的普及仍有待加强。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是精英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形成 

了精英式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人民群众 

不能享受普遍的受教育权，文化被异化成统治工具的 

一种，变成吓唬人民群众的抽象形式。 在这种环境下， 

文化越来越与人民群众相脱离，越来越不想让人民群 

众懂。我们不妨将这种自命精英却脱离人民的文化称 

之为“伪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在‘五四’时期 

受到冲击，在延安时期才开始打破，中国共产党为普 

及文化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仍然应该看到，这种“伪精英文化”依然有影响。 

一些文化工作者本意是良好的，也希望作品为人民群 

众所接受，但是一提起笔来就是形而上的长篇大论， 

以艰深晦涩为荣，忽视文化的普及工作。就现状论， 

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普及工作仍有待加 

强。只要不存在文化垄断，精英的文化也即毛泽东所 

称的“高级的文艺”，本身并无不妥，因为先进文化 

通常是知识分子在吸取人民群众营养时生产出来的， 

从其出生的状态看，刚生产出来的先进文化只可能局 

限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文化工作 

者要一步步将刚刚诞生时呈现精英文化状态的先进文 

化在实践中使之受到人民群众的检验，再将经得起实 

践和人民检验的先进文化一步一步地普及化。其二， 

一些文化工作者对群众语言和群众文化形式的生疏。 

一些文化工作者对鲜活的群众语言和多样的群众方式 

有些忘却了，或者虽没有忘却，却已经在现实工作中 

不想去运用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突出，一些文 

化作品生搬硬造，盲目堆砌辞藻，以引经据典为己任， 

钻在故纸堆中无法自拔，完全不顾文化受众的感受， 

完全无视文化工作的真正目的所在。一些论文的落脚 

点不在于分析社会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将重点 

放在对经典作家的经典语言的引用上。毛泽东深刻批 

判的文风在现阶段依然存在。其三，部分文化工作者 

高高在上的现象依然存在。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文化 

工作者存在着与人民群众脱节的现象，要求文化工作 

者必须向群众靠拢，必须与人民群众紧密接触，并最 

终也成为群众的一员。现今，这种脱节现象有很大改 

观，但仍未完全克服。一些文化工作者将自己的天地 

局限在办公室和家里，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一些学 

者将自己的研究奠基在文本数据上，害怕从事艰苦的 

调查研究工作，不愿从社会实践中收集第一手的研究 

资料。长期以往，文化工作、科研工作就会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一小部分文化工作者已经蜕化 

成文化官僚，颐指气使，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钦差大臣”满天飞。 [2](800) 这种脱离群众的倾向和文 

气又产生出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对文化事业危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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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四，忽视文化社会效益的情况依然存在。《反对 

党八股》中强调的文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推动作用 

既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当今文化 

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工作者从心出发、从动机 

出发进行创作的情况仍然存在；在文化评判、文艺批 

评的标准上，也存在着主观评判、办公室评判等现象， 

不顾或不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这些有损文化事业的 

健康发展。 
(二) 教条主义、洋八股仍待废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学 

习、吸收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绩。从总体观之，在毛泽东生活时代由于战争和封锁 

造成的不开放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中国的大 

门一旦打开，就永不会再回复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现 

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我国不能吸收外国的文化，而是 

在于我们在吸收外国文化后如何根据中国的特点鉴 

别、改造，使之符合国人的文化习惯，使之能够解决 

本国的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其一，食洋不化的情况 

时有发生。中国的发展需要开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与他国文化的交流、吸纳，但 

是目前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文风，一些研究者的研究 

内容大量抄袭国外，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更有 

甚者，将一些国外的基本概念窃为己用，陈陈相因， 

食洋不化，对学术风气和文风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一 

些学术界规范对此也是推波助澜。如某些规范要求文 

章必须要有多少条注释，其中又必须要有多少条洋注 

释，多少条土注释之类。 [3](11) 如此量化，助长了食洋 

不化的文风。其二，教条主义仍有市场。七十年前的 

延安，我党为反对言必称苏俄，发动了整顿文风的运 

动。这种运动对突破人们头脑中预定的条条框框有重 

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引的毛 

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建设实践中，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继形成，对推 

动中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一些党员 

和文化工作者不是以发展的眼光对待经典理论，而是 

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绝对不 

能改变一字的圭皋，机械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 

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个别讲话、 

论断被视为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了新的教条。这种教条式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情况在文 

化大革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值得我们深刻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改观，但并 

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一些党员和文化工作者忽视对具 

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创新的 

意识。

(三) 形式主义的文风仍有市场 

在我国现阶段，形式主义的文风仍然有市场。形 

式主义文风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无病呻 

吟。文章应该是由真情实感而发。《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4](202) 兴、观、群、怨皆感于 

情，而后形之于笔端。但是，当前的一些文化工作者 

没有真思想，不见真感情，纯粹为了感慨而感慨，为 

了抒情而抒情， 为赋新词强说愁。一些文章不谈现实， 

言之无物，发矫揉造作之声，做无病呻吟之态，令人 

生厌。其二，眼光绝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矛盾无 

时不在，矛盾无处不在。有成绩处必然也有不足，困 

难之中也隐含出路。但是，有些人却只看成绩、只写 

成绩、只报告成绩。如一些单位的年终总结，无非党 

委重视领导带头，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五大突破八 

大成绩，年年都有进步，处处欢歌笑舞。成绩是西瓜， 

问题是芝麻。对于问题和不足，则一笔带过，名之为 

“发展中的一点小问题。”其三，无的放矢。在学术 

界，一些研究者并不是因为有了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 

而从事研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和矛 

盾而研究，而是出于堆砌工作量的目的，随便寻求一 

个无现实意义的问题，大量堆砌名词术语，放几响空 

炮，扯几下大旗，说一些不关痛痒、言不及义的空话， 

无调查研究，无精确数据，无实际分析，最终是“空 

空”导弹打“空”靶， 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其四， 

冗长繁琐。 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 

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 

将可做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 

说。” [2](844) 但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多“注水文章”。 

一些人老话、空话、套话、大话、废话满天飞，似乎 

不写上洋洋万言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似乎不把壹贰叁 

肆甲乙丙丁 ABCD用一遍就显示不出水平。 

三、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文风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 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两为”方向，发展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当今的文化工作应当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在新时期更好地体现文化的 

人民性特征，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贯彻“两 

为”方向。我们应该做到：第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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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使先进文化惠及十几亿人民。就当前而言，普 

及先进文化仍然是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曾说： “思想的 

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 

解放成为人。 ” [5](15−16) 先进文化一旦与十几亿人民群众 

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十八大将加快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坚持面向基 

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 [6](32) 除此之外， 

国家还需通过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 

化发展等措施普及先进文化。第二，重视新时期的群 

众语言和群众文化形式。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 

注意到群众语言和文化形式这个问题。语言是通向人 

民的桥梁，直接与他们的生产斗争相联系，如果作家 

不熟悉群众的语言， 就无法写出群众喜爱的作品。 [7](112) 

另外，文化工作者要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 

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重视运用 

群众语言和群众文化形式，写人民群众愿意听、听得 

懂、喜爱听的作品，涌现出《小放牛》《小二黑结婚》 

《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暴风骤雨》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持 

久的生命力，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 

作品真正称得上优秀文艺作品的称号。延安时期的文 

化工作者还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 

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 

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 

很大的价值。在现今，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仍须采取我 

们民族的语言，采用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当然，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 

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 

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开辟 

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发展我们的文化事业。第三，贴 

近群众，加强文化工作者的作风建设。密切联系人民 

群众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文化工作者从事文 

化工作应该牢记的原则，更是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体 

现。党如果脱离群众，就会发生亡党的危险。文化工 

作者如果脱离群众，也是失去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且 

最终使文化的发展停滞。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鼓励 

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化名家、中青年骨干深入实际、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增强国情了解， 

增加基层体验，增进群众感情。 [8](46) 坚持以人为本，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针，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第四，重视文化的社会 

效益。在延安时代，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事业能否帮助 

人民群众解决在抗日、生产等方面碰到的实际问题。 

时代在变化，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会有调整，但是仍 

然应该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十八大指出，“要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6](33) 

这里的社会效益指文化事业对社会实践的正面的促进 

作用。文化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从它一出现， 

必然会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各种影响。正面的积 

极的影响会促进实践深入和社会进步，负面的消极的 

影响会损害我们的事业，甚至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严 

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应该吸取。所以，在 

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 要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 

在评判一切文化得失时应将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是 

否有利于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作为标准。 
(二)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 

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毛泽东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洋八 

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 

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9](534) 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弘扬民族性的文风，就应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 

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而 

言：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 

克思主义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指导 

思想，但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仅理解成经典作家的经 

典话语，我们应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深入研究 

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课题，不断赋 

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 

时代特色。 [8](21) 第二，进行符合中国特点的文化创新。 

教条主义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在新时期，只有鼓励文 

化创新，并真正实现文化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教 

条主义。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多个方面对文化创新工作 

进行了规划，包括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创新文化管理 

体制等。总的来讲，要符合中国特点进行文化创新， 

重点在于立足本国实际、考察本国特点、总结本国文 

化优势，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以开放 

的心态，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原创型的文化生产。 

这才是我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 

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所在。 
(三) 克服形式主义，积极倡导优良文风 

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克服形式主义，积极倡导优 

良文风。具体而言：第一，要提倡崇实的文风。崇实 

的文风既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  2010 年春季学期 

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所阐述的“实”的文风。



政治与社会 胡剑：毛泽东文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07 

“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 

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 

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 

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 [1](672) 第二，做文化工作 

应有辩证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就是需要文化工作 

者辩证地思考问题，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已经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一些深 

层次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文化工作者在歌颂成绩的同 

时，也应该看到制约社会发展、 文化发展的一些问题， 

并积极地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第三，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着重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问题意识 

不仅仅存在于科技领域。整个广义上的文化领域同样 

需要问题意识。毛泽东同志提出，文化工作是为了要 

把我们所办的事办好，为了使得我们的革命事业走向 

胜利。革命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是历史赋予文化 

工作者的责任并不因之而消失，只是在新的时期有着 

新的涵义和内容。文化工作者应该分析新情况，立足 

新实践，应该继续关注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文化工作解决人民群众 

的实际问题，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激励人民群 

众投身伟大的建设实践中去。第四，文化写作要提倡 

简练的笔法。简练的笔法既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 
2010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阐述的“短”的文风。 

“短”就是要力求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 

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 [1](671) 当然，正如毛 

泽东同志所言，“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 

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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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xist writing style  that Mao Zedong advocated has  these  features,  such as popularation, nationality 
and  criticality.  Today,  the  style  of  writing  isolated  from  the  people  doesn’t  disappear,  because  dogmatism,  foreign 
stereotyped writing and formalism still exist. We should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hought about style of writing of Mao 
Zedong, insist the “peopleoriented”, carry out the two directions towards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 expand the popular 
socialist  culture,  actively  promote  Marxism  and  other  advanced  culture  towards  chines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vercome  the  formalism,  actively  advocate  the  good  style  of  writing,  construct  our  socialist  culture 
power.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Marxist literary style; dogmatism; foreign stereotyped writing; formalism; so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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