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毛泽东热”
——邓力群同志答《中流》杂志记者

编者按：12月 2日 ，《新闻 出版报 》
刊登 了 邓力群同 志关于“毛泽东热”的答
记者问 ，引 起 了 广大读者的 很大反响 。今
值毛泽东 同 志诞辰98周年 ，本报特将此文
摘要转载 ，以飨读者 。

记者 ：您 在 《新 闻 出 版 报 》刊 登 的 讲
话中 ，集 中 谈 到 了 “毛 泽 东 热”。作 为 一
种社 会现 象 ，“毛 泽 东 热 ”被 国 内 外 关 注 、
思考 、评 估 ，已 非 一 日 。作 为 我 国 思 想 、理论
战线 的 老 同 志 ，像 您 这样 满 怀 热 情 地 集 中 论述
这个 问 题 ，却 是 第 一 次 看 到 。您 的 谈 话体现 了
老同 志 对 年轻 一 代发 展状况 、对 社 会 主 义未 来
命运 的 密 切 关 注 ，理 所 当 然 引 起 青 年 们 的 重 视
和尊 敬 。很 多 读 者 希 望 您 能 就这个 问 题 稍 为 展
开来 谈 谈 。

邓力群 ：我的那次讲话 ，只是顺便地谈到
了“毛泽东热”，并未充分展开来谈 。这 当 然
不是什么 “新发现”，只不过是肯定 了 一个客
观存在 的事实 。这种 “热 ”不是什么人凭空想
象出 来 的 ，更 不 是人 为制造和 渲染 出 来 的 “海
市蜃楼”，而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真实存
在。这个事实的产生和发展 ，又确实 是发人深
思的 ，我 当 时用 了 “很有趣”来加 以表达 。前
些年 ，资产阶级 自 由 化思潮泛滥 ，否定 、贬低 、
丑化 、攻击毛泽东 同 志和毛泽 东思想 ，进 而攻
击、诽谤邓小平 同 志和 其他老 一 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 ，可 谓登峰造极 ，成为一 种 “时 髦”。社
会上 出 现了所谓 的 “三信 危机”。可 是 ，经历
了1989年 北京 的政治风波 ，特别 是经历 了 东欧
逆转 、苏联解体 ，世 界 范 围 内 出现空 前反共 高
潮，在有人宣布 “共 产 主义 已 经死亡 ”的情况
下，在 中 国 ，特别 是在 中 国 的 一 部分敏感 的 知
识青年 中 ，却 出 现 了 “毛泽东热”。这种 “热 ”
还有不断 “升温 ”之势 。这实在是社会主义 中
国，甚至是整个共产 主义运动史上 的一大 “奇
观”。这是非 同 寻常 的 ，值得我们思考 、研究 ，
作出 马克思主义 的解释 的 。

记者 ：记 得1990年 的 1月 间 ，北 京 的 《大 学
生》杂 志 召 开 的 一 次 青 年知识 分 子 的 座 谈会上 ，
有些 年 轻人就 注意 了 这个 问 题 ，并 试 图 作 出 解
释。当 时 北 大 研 究 生 辛 鸣 （即 后 来 《发 现毛泽
东》的 作 者），在 回 答 “你 怎 样 看 正 在 兴起 的

‘ 毛 泽 东 热’”这 个 问 题 时 ，引 用 了 毛泽 东 的
诗句 ：“今 日 欢 呼 孙 大 圣 ，只 缘 妖 雾 又 重 来”。
在回 答 “你怎 样看 东 欧 正 在 发 生 的 逆 转 ”这个
问题 时 ，他 又 引 用 了 毛 泽 东 的 另 一 诗 句 ：“梅
花欢 喜 漫 天 雪 ，冻 死苍蝇未足奇”。这 种 发 人
深思 的 解 释 ，引 起很 多 人 的 兴 趣 ，在以 后 的 很
多会议 发 言 或 文 章 中 被 引 用 、介 绍 。

邓力群 ：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 、贴切 、也
相当 深 刻 的 回 答和解释 。这种 回 答 出 自 一个青
年，更是难能可贵 的 。这表明 ，对 “毛泽东热 ”
的观察和思考 ，已经不是停留 在现象 的本身 ，
停留在就 “毛泽东热”论 “毛泽东热”，而是
开始进入宏观的历 史层次 ，上升到 了较深层的
理性思考 。的确，“妖雾重来”，即 国 际 范 围
修正 主义思潮 的空 前泛滥 ，国 内 资产阶级 自 由
化思潮 的空 前泛滥 的事实 ，恰恰就是 “毛泽东
热”产生和发展 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 。实际
上，无论是 “毛泽东 热”这个现象本身 ，还是
对这种现象的 认识和解释 ，都有一个不断发展 、
提高和演化的过程 。

应当 承认 ，这一代的年轻人 ，对毛泽东 同
志和他一生革命 的业绩 ，是缺乏亲 身 的感受的 。
这不仅 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些人 ，有着跟随毛

泽东 同志进行革命斗争 的亲 身经历 。不仅因为
长期 以来我们曾放松了对他们进行这方面 的有
效教育 。更 因为一些年来资产阶级 自 由 化思潮 ，
特别 是否定 、丑化 、贬低毛泽东 同志的思潮 ，
向青年灌输许 多错 误 的 、歪 曲 的事实和结 论 ，
对他们产生 了 十分有害 的消极影响 。他们的经
历和年龄 ，又决定 了 他们对这些错 误 的 、歪 曲
的东 西 ，缺乏足够 的分辨和抵抗能力 。因此 ，
对他们来说 ，认识毛泽东 同 志的本来面 目 ，认
识他在 中 国 历 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他的理
论、思想和实践 ，把 《关于建 国 以来党的若 干
历史 问题 的决议 》的评价 ，化作他们 自 觉的认
识，就不能不有一个 “寻找”和 “发现”的过
程。近几年 有些年轻人 的文 章或著作 ，被标以

《 寻找毛泽 东》、《发现毛泽东 》的 题 目 ，就
说明 了这一 点 。

1 989年 的政治风波 ，接踵 而 至 的 一 些社会
主义 国 家发生 的逆转 ，共 产 主义运动受到 巨大
挫折 陷入低潮 的情况 ，使人们特别 是青年 一代 ，
受到 巨 大冲击和震动 ，使不少青年人 陷入思想
的混乱 、迷惘和苦闷 。有意思 的 是 ，正是这不
寻常 的经历 、严峻的历 史现实 ，触发了他们思
考、探索 、解释这些 问题的强烈要求 ，这 自 然
就成 了 他们 自 觉地 “寻找”、“发现 ”毛泽东
的历史契机 。

记者 ：的 确 ，许 多 青 年 ，是 面 对 复 杂 的 、
动荡 的 国 内 外 形 势 ，带 着 大 量 的 “问 号”，其
中有 的 人 ，经 历 了 歧路 和 挫折 后 ，开 始 了 “寻
找”和 “发 现 ”的 过程 的 。

邓力 群 ：我 曾 说过 ，大多数的青年 的 “寻
找”和 “发现”，并不是从某些现成判断 的结
论人手 。尽管早在1981年 ，我们党就在 《关于
建国 以来党 的若 干 历 史 问题的决议 》中 ，对毛
泽东 同 志作 出 了 正确评价 。这种评价 ，在这些
年的实 际生 活进程 中 ，却遭到一 些人 的漠视以
至否定 。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 ，也很难理解
它。对毛泽东 的 “寻找”和 “发现”，实际上
是从 一 大批较 早 出 现 的 老 一代革 命家 的 回 忆
录、毛泽东 身边 的 工作人 员 回 忆他生 活经历 的
小册子人手 的 。像《毛泽东 的卫士 回 忆毛泽东》、

《 走下神坛 的毛泽东 》等 一大批小册子和文章
的发表 ，这些读物成为广 大青少年热心购买 、
争相阅 读 的畅销书 ，就形成了 “毛泽东热”的
最早的潮头 。权延赤根据毛泽东 同 志周 围 工作
人员 口 授整理而成的一些读物 ，尽管有这样或
那样 的不足 ，甚至 引 起 了 某些争议 ，却在 “寻
找”和 “发现”毛泽东 的过程 中 ，产生 了 不可
抹煞的历 史作用 。正是这些 第一手材料 ，向人
们展示了 一个与某些人别 有用 心地加 以丑化 、
歪曲 的毛泽东完全不 同 的形象 。他不是神 ，但
也绝不是一个冷酷无情 的 “恶魔”，而是一个
有血有 肉 ，富有人情味的 ，非常亲切的普通人 。
与此 同 时 ，从这些读物 中 也看到了具有高 尚 品
格、情操和高度智慧 、为人民革命事业无私贡
献自 己 的一生伟大革命家 的形象 。例如六十年
代初 ，当 天灾和工作失误导致人民群众饿肚子
的时候 ，毛泽东 同 志和他 的一家人 同 人民 同 甘

苦，不吃 肉 ，甚至 因营养不足而闹浮肿 的事实 ，
就感动了 千 千万万 的 读 者 。对大多数 中 国 人来
说，这确实是 一大 “发现”。这也使那些把毛
泽东 同志描绘成冷酷无情 的 “君 主”、“帝 王 ”
的努力 ，不攻 自 破 。

记者 ：这 些 年 来 我们 的 思 想 教 育 往 往 满 足
于教科 书 式 地 向 青 少 年 灌 输 一 些现 成 结 论 ，不
善于 用 确 凿 的 事 实 、生 动 的 形 象 和 活 泼 的 语 言
去进 行 教 育 。而 我 们 的 文 艺 界 一 些 人 中 又 出 现
了一 种 极 力 否 定 文 艺 的 认 识 、教 育 作 用 的 思 潮 。

邓力群 ：这些读物 、作 品起 到 了 一定作用 。
可是 ，如果仅仅给他们这样一些 东 西 ，那是很
不够 的 。事实上 ，随着客观形势 的发展 ，许 多
青少年 已 经不 以看这样 的读物为满足 了 。他们
从这里人手 ，不能不 上升到对历 史和现实 的思
考。这就是 ，从 认识毛泽东 同志这个人 ，到 认
识整个 的 “毛泽东时代”，认识在毛泽 东 同志
领导 下所展开 的 成功 的人民大革 命 ，并通过 中
国革 命 的 道路 ，毛泽东 同 志 的理论 ，来 寻找共
产主义 面 临 的现实 问 题 的答案 。这就使得 “毛
泽东 热 ”发展 到一个新 的阶段 。许 多 年 轻人 ，
热切地去 寻找 、阅 读 关于 中 国 现代史 、革命 史
的著作 ，其 中 包括美 国 人写 的 《西行 漫记》、

《 毛泽 东 的 中 国 和毛泽东 后 的 中 国》、牛津版
的《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史》，以及外 国 人评价毛
泽东和 中 国 革命 的著作 。有 许 多 热心 的青年 ，
利用 假期 ，到韶 山 、井 冈 山 、延安 等 地 ，追 寻
革命 的 足迹 。北京 的 毛主 席纪念堂 ，更成了全
国千 千 万 万人向 往 瞻仰 的地方 。最近 ，我们 出
版的 《中 国 共产党70年 》，许 多 青年争相购买 、
阅读 ，也表明 “毛泽东热”向纵深化的发展 。

正是通过对历 史 的追寻 ，他们 “发现”了
毛泽东作为 中 国 历 史上空 前 的 民族英雄和革命
家的 伟大形象。“我们 中 华民族有 同 自 己 的敌
人血 战到底的气概 ，有在 自 力 更生 的基础上光
复旧 物 的 决 心 ，有 自 立 于 世 界 民 族之林 的 能
力”。这种崇高 的民族品格 ，在毛泽东 的一生
中，得到最充分 的体现 ，因 而 引 起千 千 万万青
年人由 衷敬佩 。

1991年《毛泽东选集 》第 二版 的大量 出版 ，
广大青年 争相购买 ，进而通过 直接地阅读毛泽
东同 志的原著 ，来 认识毛泽东 同 志和领略毛泽
东同 志的革命理论和思想 ，标志着 “毛泽东热 ”
进入 了 高一级 的阶段 。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直
接的 阅读 ，又确实得到了 许 多新 的 “发现”。
当他们看到 ，毛泽东 同 志最早提 出 了 “和平演
变”警告 ，并提 出 了 防 止 “和 平演变”的 战略
任务 ，是唯一对东欧 、苏联 目 前发生 的情况作
过预言 的马克思主义 战略家 的时候 ，他们逐渐
认识到 ，正 是毛泽东 同志奠定了 防止 “和平演变 ”
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 的基础 。当 他们看到 五 十 年
代，毛泽东 同 志顶住 了全盘否定斯大林 的逆流 ，
对共产主义运动起 了 挽救作用 的事实 ，也就更
加理解 到了进入八十年代邓小平 同志坚决顶住
全盘否定毛泽东 的伟大决断 的历 史意义 。青年
人自 觉地学 习 、研究 、掌握毛泽东思想 ，直接
通过他 的思想和理论 ，寻求共 产主义运动 中现

实问题的答案 ，它 的意义 是不言 自 明 的 。
记者 ：你 可 不 可 对这种 “毛泽 东 热 ”简

单地作 一 个 基本 的 总 体 的 估计 。
邓力群 ：从总体上看 ，我认为这个 “毛

泽东热”，无论如何应 该说是我们历史发展
中的令人鼓舞 的积极现象 。

我不 认为这种 “毛泽东热”已经解决 了
青年 中存在 的所有问题 ，也不 认为这 当 中 不

夹杂某些可能 的 消极 因素 。对 “毛泽东热”作 出
过高 的估 计 ，既忽视 了我们思想战线面临 的艰 巨
任务 ，也降低了 我们的责任 。但是 ，整整这一代
的青 年 ，在这个特定 的历 史关头 ，唤起对毛泽东
同志 的感情 ，唤起对他 的著作学 习 的热情 ，应 该
说是 一个大好事 。历 史 证明 ，仅仅凭课堂上 的 灌
输，单 靠 书 本 ，是造就不了 真正 马 克思主 义 者 的 。
像我这一代人 ，是在 日 本侵略 中 国 ，中 国 处 于 国
难当 头 的条件 下 ，寻找 中 国 和个人 的 出 路 ，在比
较中 接近和掌握 马 克思 主 义 的 。现 在这 一 代的 青
年，注定 要通过共产 主义 发生 重 大挫折历 史条件
下，在 世纪转换 的关 头 ，在人类历 史 的 大风大浪
中，通过思 考 、比较 ，去接近和掌握马克思 义 。
所谓 “毛泽 东 热”，难道不可 以 说是我们这 一代
青年 认 识 中 国 历 史和现实 ，掌握 马 克思 主 义 的历
史契机吗 ？在 一定意义 上 ，他们 的 思考 、学 习 ，
对于革 命接 班人 的 培养 ，对 于 下 世纪 的 中 国 ，都
将会 产生 持 久 、根本 的 影 响 。我们相信 马 克思主
义的 真 理 ，相信 共 产 主义 的 前途 ，也应 该 相信 ，
我们 的 多 数 青 年 能够 在事 实 面 前 ，在 风 云 变幻 的
历史震 荡 之 中 ，经过 独 立 的思考和 正 反 面 的 比较 ，
牢牢掌 握 马 克思主 义 ，这种 在急剧 变幻 的社会 条
件下接 受 马 思 克 主义 ，比在 平常 条件 下仅仅 从书
本上学 习 马克思主 义 ，要扎实得 多 。

当然 ，现在也有 人 认为 ，这股 “毛泽 东 热 ”
中，包 含着 一 些青 年 人 的 “怀 旧 ”情绪 。所谓 “怀
旧”，指 的 是有些 青年 人对 当 前存 在 的腐败 、以
权谋私 、贿 赂成风等情况不满意 ，又 无 力 加以 改
变，因 此就把感情寄托到过 去 ，怀念五十 年 代 。
他们希 望今天能像五 十 年代搞 “三反”、“五反 ”
那样 ，坚 决有 力 地清除种种腐败现象 。我认为 ，
从根本上来说 ，这种情绪还 是希 望我们党 、我们
的社会 ，保持廉俭 、不搞腐败 ，是建 设性 的 ，而
不是破坏性 。有 的 人可能有些偏激情绪 ，某些别
有用 心 的 人也 可能利用 这种情绪 ，制造党和青年
的对 立 。对 此我们要保持 清 醒 的头脑并加 以 正确
引导 ，更重要 的则是应 当 认真地克服丑恶 、腐败
现象 。我们有 力 地克服了 腐败现象 ，在青年 中树
立起 大 公无 私 、廉洁奉公形象 ，就能够更好地 团
结亿万 青年 人 。任凭腐败现象滋生 ，这 实 际 上就
是一种从 内 部腐烂 的 “和 平演变”，我们就会脱
离人民 ，尤其是脱 离广 大青年 。

总之，“毛泽东热”，从主 导 的 方 面 看 ，是
一种健康 的 、进 步 的 、孕 育 着 希望现象 ，它 是一
种凝聚 的 因 素 、向心的 因 素 、团结 的 因 素 、稳定
的因 素。1991年 ，我们遇到 自 然界 的空 前灾害 ，
国际社会更 是风云 变幻 ，我们社会仍然 出现了 团
结、稳定 的局 面 。出现这种情况 ，首 先是 因 为我
们党坚持 了 正确 的方针和路线。“毛泽东 热”也
正是这种 正 确 的方针和路线 的产物。30多 年 前 ，
杜勒斯一 厢情愿地提 出 ，把社会主 义 “和平演变 ”
的希望 寄托在 第 三代 、第 四 代的 青年 人身 上 。后
来他又 预言社会主义 国家 的 青年 ，终有一 天会按
照美 国 的方式思考 问题 。当 前 出现 的 “毛泽东 热”，
不正 是对这种预 言作 出 的有 力 回 答吗？我们的责
任，是对 它进行正确 的 引 导 ，使之 向健康 的方 向
发展 ，成为 马 克思主义 、毛泽东 思想深入人心的
普及 、提 高 的过程 ，为培养未来 世纪 的接班人创
造更好 的环境和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