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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桑春红在其博士论文《毛泽东新人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
成的。
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十分高兴看到她的学术专著出版，今值该书文稿付梓之际，为之作
序，以表达我的鼓励与祝贺。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其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
产主义社会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为前提，以社会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的极大提高为条件。
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有着高度思想觉悟并善于建设新社会的新人来实现。
据此，如何培养和造就这样的新人便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就必须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
的各个阶段上，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培养造就日益众多的新人。
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毛泽东历来十分关注如何培养合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新人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新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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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其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
产主义社会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为前提，以社会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的极大提高为条件。
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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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于1960年代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把它看成是一场反修防修、使中国不改变颜色的
斗争。
毛泽东认为，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变了，苏联正在改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变中，中国也有可能
改变。
要使中国不改变颜色，只有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
他把这场斗争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斗争。
他警告全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
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
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①他充满豪情地指出：“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力图培育适合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具体体现。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错误的政治大革命。
尽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进行一次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他发动
这场运动时，有一个明确的设想，就是通过这场运动使全国成为一个大学校，工、农、兵、学、商，
都来学工，学农，学军，学马列，学文化，人人都成为“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
，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③的能文能武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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