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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到：“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
是为次。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
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一位气质非凡的人。
在人们的眼中，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一种领袖气质。
在人们心中，他是一位领袖，一位政治家，一位军事家，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学者。
一位诗人。
他是人。
但又被赋予神的色彩，多姿多彩。
可亲又不可及。
人的气质是后天的。
毛泽东的气质源于他的传奇经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
他是在20世纪的大动荡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世纪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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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魅力超凡的领袖气质　　一、做人民的领袖　　作为一名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最大的特
点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做人民的领袖，在毛泽东关于人的思想和人格的思想中，有一个占重要地位的
概念，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他屡次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要组织群众，要发动群众。
　　逝世前，他在病榻上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次重复了44年前他就说过的这样一段话：“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他还另外加了三个字：“包括我”。
　　“气质是人的经历、修养、知识、思想等长期积累、综合的产物，它影响着一个人的举止、甚至
外貌。
”　　良好的气质是以人的文化素质、文明程度、思想品质为基础的，由此一个人的气质是以其思想
和品质为基石的。
一个怀着高尚理想的伟人自然是一个爱人民的人。
毛泽东的伟人气质是以他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思想品质为基础的，由此他在气质上也体
现人民领袖的风范。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这是他对全党和全国干部的要求，也是他的处世箴言。
　　毛泽东从小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会了关心人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又在老师的教导下，下
乡调查，确立了相信人民的思想基础。
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把相信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之所以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也正是因为此。
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构成他永恒的人格和领袖气质。
　　毛泽东的这种领袖气质首先表现于：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价值。
　　青年时代，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高度评价了俄国劳动群众在埋葬旧制度、开创新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俄国占全国人数十分
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是“俄国革命的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马列主义领导，发动了反帝反封的“五四
”运动。
　　在这一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潮中，毛泽东自觉把自己融于广大民众之中，领导湖南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斗争。
　　“五四”运动的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拯救中华、复兴民族的决定力量。
于是，他发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的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等热情
呼声。
　　在接下来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也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他指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
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必断言这种自治
是不能长久的。
”作为湖南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还设想，由“工人农民办理政治”，认为“以后的政治法
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
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76页）在此，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政治生活中的价
值。
在实践中，他积极组织和参加大规模的群众活动。
　　湖南自治运动之所以有一定声势，获得某些成果，同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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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
而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恰恰是没能积极引导和深入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地
破除对封建军阀的幻想，向他们展开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
毛泽东后来深有体会地说：“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
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以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毛泽东成为了全党和全民族的领袖，
他的人民领袖气质文体现在他把人民群众看做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
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相信
人民，信任人民，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由最底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
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文明和文化。
但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上遭遇的命运却极不公正，他们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种意义
上的被压迫者。
这样，必然发生革命。
　　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感情上对人民群众无比热爱，在工作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把人民群众看做是胜利之本，力量之源，走群众路线，重
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把自己的人生和党的事业全部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以为人民求解放，
求幸福为最终目的。
　　建国后，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革命是不是就完结了呢？
毛泽东认为远没有完结。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
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
总还是要革命的。
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们压他们。
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　　作为人民的领袖，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说，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
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就会落空。
由此，他多次讲过，党和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同鱼和水、游泳的人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和
游泳的人都离不开水，党和党的干部，乃至领袖，也离不开群众。
这样，毛泽东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党的事业成败的高度，科学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价值。
　　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多篇论著中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由于政治实力悬殊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
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
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
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
这个“精华”、“先锋”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就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民群众”的利
益和意志的代表。
　　他反复强调，近代的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会重蹈历次
农民战争的旧辙，难以避免流产和变质的命运。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开篇作了精辟的概括：“为什么要有革命党？
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
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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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同时，毛泽东还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大量论证。
他指出，在本源和本质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
与自由的阶级工具。
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著名的《愚公移山》一文中，将人民比喻为至高无上
的“上帝”，誉为革命之“本”。
因此，对于人民来说，共产党是“向导”；而不是“物”；是“先锋”，而不是主宰；“是民众的朋
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他曾屡次告诫：“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并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显著标志之一”。
在毛泽东看来，党和它的领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它的政治功能不能超出人
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范围。
　　这种党的领袖的认识，既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人民领袖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人民领袖伟人气质的
深层次反映。
　　毛泽东的这种人民群众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精神的时代精
华。
以这种群众观作指导，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打败了蒋介
石的八百万军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以
他的智慧多方面地调动了这种积极性，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历史趋势是人民群众完成的，但却是他领导的。
由此，他达到了领袖与人民相统一的完整的人格气质的圆合。
　　领袖与群众相结合是一种力的结合。
这种合力是巨大的，因此，毛泽东所完成的事业是绚丽多彩的。
他的伟人气质是群众与领袖合力的结合的完美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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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一种非凡气质。
在人们心中，他是一位领袖、一位政治家、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学者，一位诗人。
毛泽东是位伟人，他的气质具有感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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