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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启示

外语系　赵　静
文化与传播学院　李　毅

在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１２０周年之际，我们踏上了奔赴韶山考察的行程。站在伟
人的故居前，无限崇敬之心愈发强烈，儿时的许多记忆不由得浮现在脑海。记得我们

背诵的第一首诗词是毛泽东的“七律 到韶山”，而能通篇背诵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

人民服务》。

１９４４年夏天，参军１１年的张思德同志带领４个战士到安塞县烧炭。９月５日中
午，窑洞即将挖成时突然塌方，张思德奋力把开窑口的战友推出洞外，自己则被埋在窑

里，时年２９岁。９月８日，在张思德牺牲后的第３天，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凤凰山脚
枣园操场上为他举行了约千人的追悼会，下午１时，毛主席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祭台，
他首先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之后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题为《为人民

服务》的演讲，由此不仅诞生了这篇中国革命时期的名作，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奋斗

的方向，为共产党的执政注入了一个强大的理念。在演讲中毛泽东特别强调：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

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

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

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

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

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

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今天重温这篇名作，重新领会文中的字里行间，会有更多感慨与启示。毛泽东的

话语为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的执政者注入了一个强大的执政理念，指明了一个明

确的执政方向，这个理念与方向就是“要为人民所想，要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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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刻想着人民大众，要为人民负责。”

毛泽东在此之后多次提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
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开幕词中他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讲到党的作风时

又一次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

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再
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

二的为人民服务。”

理念的本意是指“信念的设立与目标的追求”，理念更多强调的是特定群体———

机构或个人的思想与信念的建立，以及受这种思想与信念的支撑所产生的、在从事特

定工作时的目标设定，方式、方法选择和一贯遵循的行为准则。理念是一种思想与精

神形态的体系，是非物质化的，但这种体系对物质的产生与发展又有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有时甚至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诱因或基本动机，主要

取决于两大因素：一个是“需求因素”；另一个是“追求因素”。需求因素是形成人们劳

动动机的主要因素，而追求因素是构成人们从事劳动的另一重要因素，这种因素不仅

可形成人们从事劳动的直接动因，而且还会对人们劳动的过程与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我们把由需求因素而形成的劳动更多地看成是对一种劳动量的完成的话，那么由

追求因素所产生的劳动则更多地表现为在劳动量完成的前提下劳动的质与效果的提

升。所以，需求因素的提升将会更多地推动劳动量的扩大，而追求因素的强化与提高

将会更多地刺激劳动质的飞跃。

理念是一种思想与精神体系，是非直观行为化的，但这一体系对行为又有着极大

的支配与制约作用。具备不同的思想、精神与人生目标，不仅可以直接体现在不同的

行为层面上，而且还可以透过行为表现，反衬出行为人所具有的思想体系与精神境界。

所以，理念在支配与制约人们行为上有着巨大的作用及突出的效果。

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在执政者心中注入一个强大的理念，

这个理念明确地告诫我们，服务对象是“人民”，执政目标是“服务人民”，执政态度是

“全心全意”。由此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不仅明确了执政者的信念与目标，更将其

行为予以规范。而正是这种明确的执政信念与表里如一的行为体现，树立起共产党的

高大形象，坚定了人民大众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这种“形象与信念”使我们建立起了一

个新中国，让我们战胜了无数的困难。

毛泽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放到核心位置。他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

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

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他还强调：“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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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

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

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

理由把他革掉。”关于人民，毛泽东最为经典的话语是在回答国外记者时的一句话：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之改变、影响历史，根本点就在于他把“人民”深深地烙印进了历史。历史

从来都是人民的历史，毛泽东将历史的人民色彩更加浓厚、更加自觉。在毛泽东的领

导下，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统治阶级，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人。毛泽东谈论最多的

是人民；他创造的新中国叫做“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家最高权力机

构、政治协商机构、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警察、银行、钱币、邮政、国家电台等等都

在前面冠上了“人民”的称号；他所缔造的新型军队是“人民军队”，他所创立的独特战

争形式是“人民战争”……

毛泽东最高的也是他最满意的衔称是“人民领袖”，当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

时，他脱帽弯腰回敬呼喊：“人民万岁！”

历史在不断兴衰演替，人民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境况可能会有各种变化，但人民

要求有“人”的地位、自由和尊严，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人的历史

创造精神是始终都不会磨灭的，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但人民创造历史也需要有杰出领袖人物的激发和组织，否则难以发动和获得更

大的成效。人民呼唤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和历史功绩作为一种历史坐标始终在激励

与启示人民如何把握与创造历史，毛泽东的思想、理想、战略与领导艺术等作为人类最

伟大的智慧源泉之一是人民取之不尽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更是人民的遗

产。今天的人们怀念与学习、研究毛泽东，其主要动力和意旨也正在于此。

《为人民服务》建立的另一个理念核心点就是“服务”。这是毛泽东明确告诫执政

党与执政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之所以深受

全国人民拥护支持的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原因。实践证

明，“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不断巩固执政

基础，提高执政能力的最坚实的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所以，摆正自身位置、强化服务

意识、提高服务手段、改善人民生活，是稳固与强化执政者根基的根本。由此毛泽东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指出了执政者工作的主体及工作的内容。

今天，在毛泽东故居重新回味《为人民服务》，深感这篇名作重大的现实意义。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腐败现象及各种身居高位的贪官，在导致其犯错误的各种诱因中，一

定有忘记或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由此背离了“人民”这一核心，“服务”这一根

基，“全心全意”这一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奔赴“小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为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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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执政理念显得弥足珍贵。习总书记在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

见面会上，两次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警示名言。这说明，伟大的时代更需要“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继承和弘扬“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是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我们必须坚信“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

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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