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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意蕴与鲜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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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杰出的爱国者ꎬ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是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ꎬ它对指导近代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被剥削、被压迫、贫穷、落后

的悲惨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意蕴体现在他对祖国大好河

山的无限热爱ꎬ对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使命担当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情怀ꎬ彰
显出百折不挠、坚毅忠诚的革命信念ꎬ气冲霄汉、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ꎬ自力更生、顶天立地的独

立品格ꎬ举目千里、理性开放的国际视野四大鲜明品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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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ꎬ是中华民

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ꎮ”毛泽东是“近
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ꎬ领导中国人

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ꎬ他
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对民族救亡图存的深刻思考和

上下求索的集中反映ꎮ 毛泽东爱国主义精神为新

时代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源头之水ꎮ 重

温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ꎬ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奋斗

豪情、凝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

的引领价值ꎮ
一、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意蕴

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蕴含着他对祖国大好山

河的无限热爱ꎻ对推翻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世

界ꎬ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世界的使

命担当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情怀ꎮ
(一)情感基石: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祖国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

女ꎬ祖国的寸土尺地在每一个爱国儿女心中都占据

着极高的位置ꎮ 古往今来ꎬ有无数忠诚担当的爱国

儿女赞美伟大祖国ꎬ对祖国大美河山表达热爱之情ꎮ
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内蕴了他对祖国大

好河山的无限热爱ꎮ １９１８ 年ꎬ２５ 岁的毛泽东首次来

京ꎮ 这期间ꎬ尽管生活异常窘迫ꎬ但他还是被冬季

北京的美景所折服ꎮ 他后来回忆道:“在公园里和

故宫广场上ꎬ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ꎮ 当北海仍然

结着冰的时候ꎬ我看到了白梅花盛开ꎮ 北京数

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ꎮ”１９３９ 年冬ꎬ毛
泽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ꎬ文中再一

次流露出了他对伟大民族的热爱:“在这个广大的

领土之上ꎬ有广大的肥田沃地ꎬ给我们以衣食之源ꎻ
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ꎬ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

林ꎬ贮藏了丰富的矿产ꎻ有很多的江河湖泽ꎬ给我们

以舟楫和灌溉之利ꎻ有很长的海岸线ꎬ给我们以交

通海外各国的方便ꎮ”在毛泽东的诗词里ꎬ对祖国

山河的赞叹与热爱表现得尤为清晰ꎮ “装点此关

山ꎬ今朝更好看”是对大柏地革命遗迹的追忆ꎻ“万
里长江横渡ꎬ极目楚天舒”是对荆楚大地的惊异ꎻ
“江山如此多娇ꎬ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是极大激

发了人们对祖国的崇高敬意和对和平中国的无限

向往正是对祖国的这种无限深情ꎬ不断激发

毛泽东热烈深沉的爱国热情ꎬ激励他培养起救国

救民的历史责任感ꎬ成为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情感

基石ꎮ
(二)中心主题:破坏一个旧世界ꎬ建设一个新

世界

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ꎬ毛泽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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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了两件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大事ꎬ
即“上半个世纪搞革命ꎬ下半个世纪搞建设”ꎮ “革
命”就是指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ꎬ推翻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旧世界ꎻ“建设”就是指通过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ꎬ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
强的新世界ꎮ 这是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践意

义和价值归属所在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

明蒙尘ꎬ整个社会仿佛坠入了没有希望的深渊ꎮ 生

活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通过不懈探索ꎬ在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武装下ꎬ从中国实际出发ꎬ把“改造中国与

世界”的爱国初衷变成了领导中国人民以武装斗争

争取民族解放的实际革命行动ꎮ 在毛泽东爱国主

义思想的感召和引领下ꎬ古老的中国得以一雪前

耻ꎬ不再任人宰割、受人欺凌ꎬ开始恢复了作为一个

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ꎮ 同时ꎬ中国人民

终于翻了身ꎬ能够开始决定自己的命运ꎮ
建设与革命相对立而存在ꎮ 革命是“破”ꎬ建设

是“立”ꎬ只有在“破”的基础上扫清建设社会主义的

种种障碍ꎬ才能“立”好一个新世界ꎮ 面对新中国一

穷二白的局面ꎬ毛泽东自信地说道:“我们能够学会

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ꎮ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

世界ꎬ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ꎮ”这就对全党

提出了增强本领、提高执政能力的新要求ꎮ 他要

求ꎬ全体党员干部务必努力学习经济管理和城市建

设的知识和方法ꎬ要恭恭敬敬地学ꎬ老老实实地学ꎬ
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ꎬ拜他们做老

师ꎮ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ꎬ毛泽东对即将成立的

新中国进行了深刻思考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方针ꎬ
并要求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ꎮ 这些都为新生的政

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ꎮ 在毛泽东的

领导下ꎬ中国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ꎬ在千疮

百孔的战争废墟上站稳了脚跟ꎬ迅速恢复了国民经

济ꎬ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ꎬ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ꎮ
(三)精神内核:一切为了人民

“遍地哀鸿满城血ꎬ无非一念救苍生ꎮ”一切为

了人民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生不懈奋斗的价值追

求ꎮ 早在青少年时代ꎬ毛泽东就充满对被压迫人民

的深切同情ꎮ 十四五岁时ꎬ他开始意识到ꎬ中国旧

小说中之所以从来没有歌颂农民的ꎬ是因为农民的

土地历来归剥削阶级所有ꎬ而农民为了生计整日疲

于耕作ꎬ自然没有条件成为书中的主人公ꎮ 毛泽东

后来感慨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ꎬ我深感不平ꎮ”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毛泽东对人民的爱

则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实的理论基础ꎮ １９３９ 年ꎬ

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ꎬ毛泽东首次提出“为人民

服务”ꎮ 他说ꎬ孔子的道德说教是“勇于守卫封建制

度ꎬ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ꎮ 在批判孔子统治阶

级立场的道德论的同时ꎬ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表明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ꎮ １９４４
年ꎬ毛泽东为追悼张思德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
的短文ꎮ 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ꎬ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ꎮ”党的七大

上ꎬ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宗

旨ꎮ 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ꎬ是否能够做到一切

为了人民已经成为衡量一名党员合格与否的重要

标准ꎮ
作为从人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ꎬ毛泽东始终清

楚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在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共
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ꎬ就是因为“全心全

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ꎬ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ꎬ毛泽东的回答是实行人

民民主ꎬ建立一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政府ꎮ
他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ꎬ政府才不敢松懈ꎮ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ꎬ才不会人亡政息ꎮ”

二、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

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是由其主要

意蕴决定的ꎬ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百折不挠、坚毅

忠诚的革命信念ꎻ二是气冲霄汉、无所畏惧的斗争

精神ꎻ三是自力更生、顶天立地的独立品格ꎻ四是举

目千里、理性开放的国际视野ꎮ
(一)百折不挠、坚毅忠诚的革命信念

一经确立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ꎬ毛泽东就以

百折不挠、坚毅忠诚的革命信念躬身实践ꎬ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都无法改变他的初心ꎮ 这种矢志不渝、
革命到底的精神体现在他人生历程的方方面面ꎮ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２ 年的五六年时间里ꎬ毛泽东曾

先后三次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排挤ꎬ但这也丝毫未

曾让他丧失革命信念ꎮ 第一次是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ꎬ八
七会议刚刚结束之际ꎬ中央政治局讨论秋收暴动计

划ꎬ随后不久通过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直指毛

泽东是在搞“军事投机”ꎮ 湖南省委也攻击毛泽东

奉行的是“枪杆子主义”ꎮ 但是毛泽东从“不唯上”
“只唯实”的态度出发ꎬ复信中央直截了当地说ꎬ“兄
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ꎬ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

形”ꎬ并且自信他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ꎮ 第二

次是在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ꎬ当时ꎬ中央二月来信使红四军

党内产生思想纷争ꎬ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从远方带来

了“形式主义理论”ꎬ挑起了建军原则争论ꎬ毛泽东

被迫离开领导岗位ꎮ 他后来风趣地回忆道:“内部

同志不谅解ꎬ把我赶出红军ꎬ当老百姓了ꎬ做地方工

作ꎮ”但在当时中央错误政策的指导下ꎬ充满盲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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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意味的东江战役告以失败ꎬ这成为红四军党内、
军内错误思想的集中暴露ꎮ 萧克后来回忆道ꎬ这次

失败后ꎬ许多士兵“想念毛泽东同志ꎬ希望他回到红

四军ꎬ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ꎮ 第三次是在 １９２９ 年

春ꎬ王明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回国ꎬ积极

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ꎬ继
而开启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代ꎮ 在此

期间ꎬ这人生“三落”无疑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段

十分苦闷和黯淡的时光ꎮ 但是ꎬ尽管处境十分困

难ꎬ他却从来没有丧失过自己的信仰ꎮ 逆境中ꎬ他
或是在古庙中埋头攻读马列著作ꎬ或是在军队遇险

时主动下山解围ꎬ自始至终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

利益前面考虑ꎮ 正如斯诺评价的那样ꎬ这个令人感

兴趣但又复杂的人时常有一种孩子气的笑ꎬ但这

“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ꎮ 美国

传记作家 Ｒ特里尔也曾表示ꎬ“有意思的是没有一

个人———甚至张国焘———曾暗示过毛缺乏毅力”ꎮ
无论是多次徘徊在生死边缘ꎬ还是在人生灰暗时刻

坚守正确主张ꎬ都彰显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顽强的

革命信念ꎬ也正是这种革命信念屡次引领他走出低

谷ꎬ继续投身伟大的爱国事业ꎮ
(二)气冲霄汉、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

恩格斯在追忆革命战友马克思时深情说道:
“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ꎮ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

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ꎮ”这句话也同

样适用于毛泽东ꎮ “斗争”是理解毛泽东伟大人生

的关键词之一ꎮ
早在 １９１７ 年ꎬ毛泽东就立下了斗争志向ꎮ 他在

«奋斗自勉»中写道:“与天奋斗ꎬ其乐无穷! 与地奋

斗ꎬ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ꎬ其乐无穷!”在«湘江评

论»创刊宣言中ꎬ毛泽东大声疾呼ꎬ“天不要怕ꎬ鬼不

要怕ꎬ死人不要怕ꎬ官僚不要怕ꎬ军阀不要怕ꎬ资本

家不要怕”ꎬ一个浑身是胆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ꎮ
从一名普通农家少年到成长为共和国的领袖ꎬ毛泽

东的那种气冲霄汉、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从未变

色ꎮ １９２５ 年秋ꎬ青年毛泽东重访橘子洲头后ꎬ抒发

了敢于同反动派斗争的英雄壮志:“指点江山ꎬ激扬

文字ꎬ 粪 土 当 年 万 户 侯ꎮ” １９３７ 年ꎬ 毛 泽 东 在

«四言诗祭黄帝陵»中写道: “还我河山ꎬ卫我国

权ꎻ此物此志ꎬ永矢勿援ꎮ 经武整军ꎬ昭告列祖ꎻ实
鉴临之ꎬ皇天后土ꎮ”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誓与日寇

斗争到底的决心ꎮ 革命战争年代ꎬ他时常鼓舞三军

将士要胸怀“为有牺牲多壮志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斗争品质英勇奋战ꎬ直至中国得到完全解放ꎮ 正是

在毛泽东伟大斗争精神的引领下ꎬ中国革命才能不

断走向胜利ꎮ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

的ꎬ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ꎮ”有矛盾就会有斗争ꎮ 近

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

族的矛盾ꎮ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ꎬ一代代英勇的中华

儿女奋起反抗ꎬ愈挫愈勇ꎬ掀起了不断斗争的浪潮ꎮ
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到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ꎬ都表现

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ꎮ 正如毛泽东强

调的那样:“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

底的气概ꎬ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

心ꎬ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ꎮ”在毛泽东看

来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ꎮ 不论是日本、国民党、
美国、苏联还是越南ꎬ由于他们脱离群众ꎬ即使拥有

一两件新式武器ꎬ也最终会被人民所打败ꎮ 无论哪

个国家ꎬ只要胆敢来犯ꎬ必将遭到重创ꎮ 中国人民

敢于斗争的决心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ꎮ
“要共产党屈服ꎬ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

吧?”毛泽东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国人不怕鬼、不信

邪ꎬ敢于向一切挑战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深刻诠释

了他无私无畏、一往无前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ꎮ 这

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宝贵精神

财富ꎬ同时也激励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反

动派的革命斗争ꎮ
(三)自力更生、顶天立地的独立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作

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ꎬ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

立感ꎬ比面包还重要ꎮ”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不昭示ꎬ
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民族尊严和生存发展的自主

权可言ꎮ 毛泽东十分珍惜民族独立ꎬ他的自力更

生、顶天立地的独立品格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始

终ꎬ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

方面ꎮ
早在 １９３５ 年ꎬ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

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

国情况ꎮ”１９３６ 年ꎬ在回答斯诺关于战后俄国政府和

中国政府是否会实行“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提问时ꎬ
毛泽东态度鲜明:“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的目的ꎬ
绝不是为了将国家交给莫斯科!”抗战后期ꎬ针对美

方提出ꎬ如要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ꎬ中共必须接受

蒋介石为前提这一无理要求ꎬ毛泽东毅然指出:“我
们不像蒋介石ꎬ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ꎬ
我们能够挺立着ꎬ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ꎮ”
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党在抗战期间实行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始终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ꎬ这有效

克服了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投降主义ꎮ
针对极少数同志头脑中存在的依赖外援的思想ꎬ毛
泽东要求同志们丢掉这种幻想ꎮ 他强调:“在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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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ꎬ要学

会自力更生ꎬ准备没有援助ꎮ”“我们希望有外援ꎬ但
是我们不能依赖它ꎬ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ꎮ”

新中国成立前夕ꎬ英国军舰和国民党沆瀣一

气ꎬ擅自闯入解放军防区ꎬ造成我军重大伤亡ꎮ 毛

泽东得知后极度愤慨ꎬ他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部谴责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ꎬ严正表明了

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立

场ꎮ 他在«声明»中说:“中国的领土主权ꎬ中国人民

必须保卫ꎬ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ꎮ”１９５８ 年ꎬ
苏联提出想与中国共建“长波台”和“共同舰队”ꎬ毛
泽东果断回绝了赫鲁晓夫ꎬ他说:“英国人和别的外

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ꎬ我们再也不想

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

的ꎮ”毛泽东多次强调ꎬ在任何时期都要把自主权紧

紧攥在自己的手里ꎮ 他严厉批评了一些人没有独

立意识、崇洋媚外的“贾桂思想”ꎬ强调“人是要有一

点精神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ꎬ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ꎬ中国人民的

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ꎮ 毛

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投身革

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ꎬ使广大被压迫

的中国人民重拾了民族尊严ꎬ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

站稳了脚跟ꎬ高扬了国威ꎮ
(四)举目千里、理性开放的国际视野

由同狭隘的、非理性的甚至“法西斯式”的爱国

主义根本不同ꎬ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内蕴宏大的

战略眼光和诚恳友善的互助态度ꎬ强调爱国家与爱

世界密切关联、互不可分ꎬ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的有机结合ꎬ彰显了其对爱国主义意涵的科学把

握和举目千里、理性开放的国际视野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毛泽东的国际视野进一步开

阔ꎮ 他认为ꎬ中国人民所从事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ꎬ同时也是在履行自己的

国际主义义务ꎬ为人类解放作贡献ꎮ 而要彻底赢得

这场战争ꎬ就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携起手来ꎬ建立起

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ꎮ 此外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

民族还应当援助正在谋求民族解放的国家ꎮ “中国

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ꎮ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ꎬ又是爱国主义者ꎮ”毛泽东高度

赞扬了为中国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ꎮ 他说:“一个外国人ꎬ
毫不利己的动机ꎬ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

己的事业ꎬ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ꎬ
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ꎮ”中国人民的斗争从来不是

孤立的ꎬ“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ꎬ中国的抗战

是世界性的抗战”ꎮ 只要我们联合起一切爱好和

平、反对侵略的无产阶级ꎬ就一定能够打倒帝国

主义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毛泽东继续秉持爱国的国际

主义视野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ꎬ尽力帮助其他民族

的无产阶级ꎮ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国际主义视野的

又一生动体现ꎮ 当时ꎬ在国内经济十分落后、发展

任务十分艰巨的条件下ꎬ党内对是否出兵朝鲜意见

并不统一ꎮ 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ꎬ在耐心听取各方

面意见后动情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由ꎬ但是别人

处于国家危急时刻ꎬ我们站在旁边看ꎬ不论怎么说ꎬ
心里也难过ꎮ”经过反复权衡ꎬ毛泽东最终作出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ꎮ 晚年ꎬ毛泽东

还先后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论、“空气稀薄”论和

“三个世界”的战略主张ꎬ这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达

到了新的高度ꎬ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理论的创造性发展ꎮ
三、结语

在剧烈变动的近代社会ꎬ毛泽东将自己的命运

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ꎮ 他深爱着自己

的祖国和人民ꎬ他所做的一切ꎬ都是为了民族的前

途和人民的幸福ꎮ 而支撑他的精神力量ꎬ无疑是最

为深厚的爱国之情ꎮ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

给党和人民ꎬ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ꎬ而
他留给后人的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的爱国情怀ꎬ将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道路上提供强大精神力量ꎮ

参考文献:
[１]在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９:３.
[２]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２０２３ 年合订本) [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４:１２ꎬ８９.
[３]毛泽东自述[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３５.
[４]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６５ꎬ１４２ꎬ５２０ꎬ６２１ꎬ６５９.
[５]逄先知ꎬ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Ｍ].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３:１１８ꎬ６４８.
[６]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１ꎬ１４３９ꎬ１４６０.
[７] 毛泽东文集 (第 ２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１６３.
[８]毛泽东文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２４０ꎬ３９３ꎬ１００４ꎬ１０３９.
[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 ( １９２１—

１９７５)[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１:１４６ꎬ４３９.
[１０]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本书协作

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 Ｍ].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６２.

４４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总第 ２ 期)第 １ 卷 理论研究学刊 ＩＳＳＮ: ３０８０￣０４１２

[１１]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１０５ꎬ１２６.

[１２]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ꎬ１９９６:１４５.
[１３]黄允升.毛泽东三落三起———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

艰难与曲折 [ 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１４ꎬ １３６ꎬ
１４１ꎬ２４１.

[１４](美)Ｒ特里尔.毛泽东传[Ｍ].刘路新ꎬ等ꎬ译.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２４１.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１２:１００３.
[１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２４.
[１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ꎬ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

文稿» 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 [Ｍ].长沙:湖南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２９２.
[１８]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１１５ꎬ１６１ꎬ３０５.
[１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６１:２１８.
[２０](美)斯图尔特Ｒ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５４.
[２１](美)包瑞德.美国观察组在延安[Ｍ].万高潮ꎬ等ꎬ

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ꎬ１９８４:９５.
[２２]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１０６７.
[２３](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Ｍ].上海:东方出版

社ꎬ１９８８:３９８.
[２４]毛泽东文集(第 ５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３４５.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ＫＯＮＧ Ｒｕｉ￣ｘｕｅ１ꎬ ＷＵ Ｂａｏ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３２ꎻ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６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ａ ｔｏｗｅｒｉｎｇ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ｏ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ꎬ ｈｉ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ａｎ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ｈ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ｉ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ｍｉｔａｂｌｅ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ｅｌｉｅｆꎬ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ｒｌｅ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ｗａｖ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ｆａｒ￣ｓｉｇｈｔ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ꎻ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ꎻ ｃ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ꎻ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