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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及其原因＊ 

馮天樂＊＊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並行於世。秦始皇統

一天下後，焚書坑儒，以法家治國，結果二世而亡。漢初崇尚黃

老，與民休息，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一直為

統治階級所提倡。二千多年來，儒家經典一直是國人的啟蒙讀物，

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鉅。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在國人的心目中

更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孔子和中國儒學對毛澤東一生的價值取

向，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他的著

作講話中，經常引用孔子的話，並對他進行評價一方面，孔子對

毛氏的影響十分深刻，另一方面毛氏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又決定了

孔子及其儒學在當代中國的地位。然而，學術界至今對此尚無作

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故筆者不揣冒昧，試圖對此進行探討，欲以

野人獻曝之誠，收拋磚引玉之效。本文將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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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個階段;(1) 尊崇期，(2) 批判繼承期，(3) 全面否定期。透過

勾勒毛氏的心路歷程，可以幫助我們了解毛氏對孔子評價轉變的

原因。 

關鍵詞：毛澤東、孔子、儒家思想、繼承、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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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並行於世。秦始皇(259-210 

B.C.E.)統一天下後，焚書坑儒，以法家治國，結果二世而亡。漢初崇尚黃

老，與民休息，至漢武帝(156-87 B.C.E.)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一

直為統治階級所提倡。二千多年來，儒家經典一直是國人的啟蒙讀物，對

中國社會的影響至鉅。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551-479 B.C.E.)在國人的心目

中更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孔子和中國儒學對毛澤東(1893-1976)一生的價值取

向，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他的著作講話中，

經常引用孔子的話，並對他進行評價。通觀《毛選》五卷，引用馬克思

(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列寧(1870-1924)和斯大林(1878-1953)的著作

不多，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來，觸目即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

四史、《資治通鑒》到詩詞曲賦、歷史小說、各家筆記等，能找到幾百條成

語典故。可以說，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時

李銳在秦城八年，長期手頭只有《毛選》四卷，曾就此作過一個粗略統計，

這些成語典故來源於古籍的：三十條以上者有《左傳》，二十至三十條者有

《論語》、《孟子》、《史記》、《漢書》、《朱子語類》等，其他十條左右者有《大

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孫子兵法》、《詩經》、《晉

書》、《尚書》、《老子》、《易經》、《國語》等。1一方面，孔子對毛氏的影響

十分深刻，另一方面毛氏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又決定了孔子及其儒學在當代

中國的地位。然而，學術界至今對此尚無作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故筆者不

揣冒昧，試圖對此進行探討，欲以野人獻曝之誠，收拋磚引玉之效。本文

將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分為三個階段：(1)尊崇期，(2)批判繼承期，(3)全面

否定期。透過勾勒毛氏的心路歷程，可以幫助我們了解毛氏對孔子評價轉

變的原因。 

                                                      
  1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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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三個不同階段 

(一) 尊崇期：以孔子為榜樣，形成聖賢創世觀 

  和其他接受傳統教育的中國人一樣，毛澤東自幼便學習儒家經典。1936

年他和斯諾(Edgar P. Snow, 1905-1972)談話時回憶說：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裏讀書，一直在那裏讀到十三歲。

清早和晚上我在地裏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我的

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2 

  1964 年 8 月 18 日，他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也說： 

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

可是不懂。3 

  可見毛澤東在小學啟蒙階段就已經「熟讀」而且「背得」四書五經。

雖然他「不喜歡它們」，但畢竟「很相信孔夫子」4。到了青年時代，毛澤

東就讀東山高等小學堂和湖南第一師範等校。他除了讀經書外，開始接觸

康有為(1858-1927)和梁啟超(1873-1929)的維新思想，並涉獵外國的自然科

學、外國史地等西方新學書籍。一個嶄新的世界初次在他眼前呈現，但佔

主導地位的仍是儒家學說。「一師」的倫理學教員楊昌濟(1871-1920)以自編

的《論語類鈔》作爲教材，對毛澤東言傳身教，使他留下深刻的印象。毛

澤東對斯諾回憶說：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

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繫。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但是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强烈信仰，努力鼓

勵學生立志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於社會的人。在他的

影響之下，我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而且在這本書的

                                                      
  2  馬連儒、柏裕江 編，《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5。 

  3  汪澍白，《毛澤東與中國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3)，87。 

  4  陳晉 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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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下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那篇文章，給了

我 100 分。5 

  當時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之際，以陳獨秀(1879-1942)為首的新知識分子

以《新青年》為陣地，發起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猛烈批判。陳獨秀在批判

文章中說： 

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

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

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

主之人格矣。6 

 然而，毛澤東雖然是《新青年》的熱心讀者，他並不盲目崇拜西方而

否 定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他 對 孔 子 的 學 習 方 法 十 分 推 崇 。 他 在 給 蕭 子 升

(1894-1976)的信中說： 

僕讀《中庸》，曰博學之。朱子補《大學》，曰：即凡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

用無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竊

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7 

  事實上，毛澤東是把孔子當聖人看待的。1917 年 4 月，毛澤東第一次

在《新青年》發表文章，題為《體育之研究》，徵引四書五經就有八處之多。

他在文中稱孔子為聖人，認為他講文明重衛生。他說：「有聖人者出，於是

乎有禮，飲食起居皆有節度。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按：

此語出於《論語‧述而》，以下凡引自《論語》一書的只注篇名)；「食饎而餲，

魚餒而肉敗，不食」(《鄉黨》)；「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牆堵焉」(《禮

記‧射義》)。體育者，養生之道也。東西之所明者不一：莊子效法於庖丁，

仲尼取資於射御……；在批評「精神身體不能並完」的觀點時，毛澤東說：

                                                      
  

5
  馬連儒、柏裕江 編，《毛澤東自述》，33。 

  
6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1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北京：三聯

書店，1984)，103。 

  
7
  毛澤東，〈致蕭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 (長
沙：湖南出版社，19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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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不健。」接著他又舉了釋迦和穆罕默德，稱

「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8 在他看來，議會、憲法、軍

事、實業、教育俱為枝節。他希望像孔子這樣的聖人一樣，改變天下的大

本大源，以動天下人之心，所謂「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真理」，也就是

「思想道德」。他在給黎錦熙(1890-1978)的信中說： 

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

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

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9。 

雖然他後來接受「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不似唯理觀之

不能證實而容易被人搖動」10，但毛澤東希望以個人力量動天下之心的思

想，直到他的晚年仍然沒有放棄。在生活作風上，毛澤東也十分推崇孔子。

孔子曾稱讚顏回說：「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

其樂，賢哉回也！」(《雍也》)。毛澤東也曾設想「擬效顏子之簞瓢與范公

之畫粥」。毛澤東雖然「身無分文」，但「心憂天下」。他盡量節省生活開支

來興辦學校。11他反對奢侈，崇尚節儉，不屑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朋友。

毛澤東對斯諾回憶說： 

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並且

當面叫傭人來和他商量，叫他去買。我動怒了，以後就不和他來往。

我和朋友只談大事，只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12 

  1918 年，他和蔡和森(1895-1931)去北京，爲赴法勤工儉學進行活動時，

本來就有機會廣泛地接觸新思潮。但據《回憶蔡和森》一書中記述，當時

在蠡縣布里村留法預備班任教的沈宜甲回憶說，蔡和森經常熱情談論十月

                                                      
  

8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66、70。 

  9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87。 

 10  毛澤東，〈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研究

室，2003)，11。 

 11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89-90。 

 12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錄，汪衡 譯，《毛澤東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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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而毛澤東同他談話的主題卻是《周易》之「道」。131920 年 4 月，毛

澤東為驅逐張敬堯(1881-1933)事從北京往上海活動，雖然他一貧如洗，還是

不避艱辛，繞道去曲阜和鄒縣拜謁孔孟的故居和陵墓。他後來在與斯諾的

談話中回憶說： 

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

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

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

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

的出生地。14 

  從這段追叙中，可以看出，青年毛澤東對孔孟故鄉那裏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懷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二) 批判繼承期：繼承孔子實事求是精神和教育思想，批判其

道德論和中庸哲學 

  毛澤東對孔子並非完全虔誠地推崇。在他第一次到北京後，他對孔子

態度明顯地改變了。1918 年夏，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8 月，

他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到北京。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

在北京大學圖書館主任李大釗(1889-1927)手下當一名助理員。北京大學是新

文化運動的中心，各種西方思潮在校園競相傳播。毛澤東在李大釗指導下，

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參加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盡量了解各種新學說。

從長沙到北京，他又一次開拓了視野，使其思想日趨激進。1919 年 4 月，

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回到長沙。全力參與並領導學生運動，再也無暇去讀

經、史、子、集。 

  民初政治黑暗混亂，幾乎已到極點。袁世凱(1859-1916)為了復辟帝制，

一面提倡尊孔讀經，一面頒布「祀天」、「祭聖」的詔令。於是，社會上陸

續出現了孔教會、靈學會等名目繁多的宗教迷信團體，又出版了《孔教會

                                                      
 13  汪澍白，《毛澤東與中國文化》，23。 
 14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錄，汪衡 譯，《毛澤東自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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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靈學叢志》和《不忍》等雜誌，狂熱鼓吹恢復儒教主義，宣揚鬼

神迷信，形成一股反對民主共和、否認科學的思想逆流。即使袁氏死後，

這種尊孔風潮仍未止息。康有為乘張勳(1854-1923)復辟清遜帝(1906-1967)的

機會，請北洋政府在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在此刺激下，一些新文化的倡

導者，如陳獨秀、李大釗、吳虞(1874-1939)等人，深感孔教與帝制有著不可

分割的關係，認為孔子所提倡的道德禮教，正是帝制的護符，非加痛斥，

無法引導國民揚棄帝制，追求自由。毛澤東對康有為的尊孔之舉也十分反

感，在《湘江評論》創刊號著文加以批判。文章篇幅不長，特將全文照錄，

以備參考。 

各國沒有明倫堂(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康有為因爲廣州修馬路，要拆毀明倫堂，動了肝火，打電給岑毓英、

伍廷芳，斥爲「侮聖滅倫」。說，「遍遊各國，未之前聞。」康先生

的話真不錯，遍游各國，那裏尋得出什麼孔子。更尋不出什麼明倫堂。15 

什麼是民國所宜？(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康先生又說，「強要拆毀，非民國所宜。」這才是怪！難道定要留著

那「君為臣綱」「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國所宜」嗎？16 

  隨後，他又著文對孔學壟斷中國思想界的現象大加抨擊： 

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

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17 

  然而，毛澤東對孔子並非全盤否定。青年毛澤東畢竟受過儒家教義的

熏陶，培養了深厚的傳統文學修養，使他又不同於當時的江湖浪子、綠林

豪傑。也正因為此，毛澤東一方面嫌惡舊教育、憎恨「四體不勤，五穀不

分」和「溫良恭儉讓」的孔夫子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他仍然能接受、運

用和繼承從孔孟到宋儒到曾國藩(1811-1872)在社會上層所宣講的「立志」、

「修養」的理學精神。他把這兩個方面奇異地綜合起來了。18因此，毛澤東

                                                      
 15  毛澤東，〈各國沒有明倫堂〉(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326。 

 16  毛澤東，〈什麼是民國所宜？〉(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327。 

 17  毛澤東，〈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 (1919 年 7 月 21 日 ) ，《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6-1920.11)》，363、368。 

 
18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136。 



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及其原因 ．61． 

對孔子及其學說採取批判繼承的態度，他對孔子重視調查研究的務實精神

十分欣賞，並對此加以繼承和發揮。 

  《論語．八佾》載：「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禮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禮也。」這反映了孔子對周禮和周公的態

度是十分謹慎和尊重。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並將它作為工作方法加以推

廣。1930 年 5 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沒有調查研究，沒

有發言權」的著名論斷，並號召幹部： 

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

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

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瞭解決問題的各

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19 

  孔子除了主張勤學好問之外，還十分重視對問題進行分析思考。他說：

「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則殆」(《為政》)，不但要「思」，還要「再思」(《公

冶長》)。 

  1942 年 2 月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對問題要多加思考，

對文章要反覆修改時說：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

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20 

  孔子重視調查研究和嚴肅認真的思想方法對毛澤東影響很深，形成了

他實事求是的思想。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一張一弛的「文武之道」，也被毛澤東予以繼承和

發揮。《禮記‧雜記下》載：「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樂乎？』對曰：

『一國之人皆若狂，賜未知其樂也。』子曰：『百日之勞，一日之澤，非爾

所知也。張而不弛，文武弗能也。弛而不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1948 年 4 月 2 日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中說： 

                                                      
 

19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110。 

 20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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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傾的鬥爭中，你們作得很認真，充分地反映了群眾運動的實

際情況。你們的缺點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緊了。拉得太緊，弓弦就

會斷。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現在「弛」一下，同志們

會清醒起來。過去的工作有成績，但也有缺點，主要是「左」的偏

向。現在作一次全面的總結，糾正了「左」的偏向，就會做出更大

的成績來。21 

  1949 年 3 月，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要求黨員要虛心學習

時說： 

我們必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

意見。22 

  毛澤東也讚揚孔子的教育主張和教育方法。 

  孔子《述而》曾經說過：「自行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子除了

提倡有教無類之外，還懂得因材施教。 

《論語．先進》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期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 

  1943 年 3 月 22 日，他在談到邊區文化教育問題時說： 

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

求學什麼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

學，不能光教學生。現在我看要有一個制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

員先向學生學七分，瞭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後再拿三分

去教學生。這個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

這樣教學的。同一個問題，他答覆子路的跟答覆冉有的就不一樣。

                                                      
 

21
  毛澤東，〈在晋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2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1321。 

 
22

  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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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是急性子，對他的答覆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對他

的答覆快一些。23 

  1956 年 2 月 24 日，他在同音樂工作者的談話中說：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爲六門課程中的第二門。24 

  1958 年 8 月 6 日，他在審閱陸定一(1906-1996)的《教育必須與生產勞

動相結合》一文時曾寫道：「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類，

孟子的民貴君輕……」8 月 22 日，他又致信陸定一，說： 

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說到，否則不全。25 

  1964 年 2 月 3 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針對當時課程過於繁

瑣，學生學習困難的弊病，強調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講起教育制度

的改革時，毛澤東還是把孔子看成自學成才的典型，和從事簡化而有效的

平民教育的先驅。他說： 

孔夫子出身貧農，放過羊，當過吹鼓手，還作過會計。會彈琴、射

箭、駕車子，還搞歷史書。他學會了「六藝」。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門

課程：禮、樂、射、御、書、數，教出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四

大賢人。現在的課程就是多，害死人。26 

  這樣，毛澤東就透過古今對比，論證孔子對教育的貢獻，並指出其教

學方法可資借鑒的地方。 

  不過，毛澤東對孔子的批判也十分尖銳，這主要集中在批判其道德論

和中庸哲學方面。他對孔子輕視勞動就很不以為然，1939 年 5 月 4 日，他

在《青年運動的方向》一文中說： 

延安的青年們幹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

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

                                                      
 23  毛澤東，〈關於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講話〉(1944年3月22日)，《黨的文獻》，1994

年第5期。 

 24  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81。 

 25  毛澤東，〈對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批語、按語和修改〉〉，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340、338。 

 26  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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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

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

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麼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

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

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的青年們，

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27 

  可能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到了「文化大革命」，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副

主任楊榮國(1907-1978)對孔子輕視勞動也大加批判說： 

孔子十分看不起生產勞動。他的學生樊遲要求學習農業知識，孔子

很生氣，他說：這是奴隸幹的事情，我才不幹呢。他罵樊遲是「小

人」(《論語‧子路》)。勞動人民怎樣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耕田的老

農看到孔子，說他不過是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只會過不

勞而獲生活的寄生蟲(《論語‧微子》)。這是對孔子的最正確的評價。28 

  楊榮國的批孔文章發表後，得到毛澤東的讚賞，隨即在各地掀起了批

林批孔運動的高潮。1939 年 2 月 20 日，毛澤東在給張聞天(1900-1976)的信

中對陳伯達(1904-1989)《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的觀點提出商榷時指出： 

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

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

「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

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

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爲人民服務的。

知仁勇被稱為「德」是歷來的糊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

畫，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

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現

在我們說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

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

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還有仁義對舉，

                                                      
 27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568。 

 28  楊榮國，《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香港：三聯書店，19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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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事之宜」，可說是「知」的範疇內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

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爲觀念論的昏亂思想。「仁」這

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爲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

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

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29 

 「中庸」是孔子學說的核心思想，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他曾經說

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雍也》)。毛澤東對此不以

爲然。他在讀艾思奇(1910-1966)《哲學選輯》時批注道： 

中庸思想是反辯證［法］的。他知道量變質，但畏懼其變，用兩條

戰線鬥爭方法來維持舊質不使變化，這是維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論。

他只是辯證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論理之同一律只是辯證法一要素

一樣，而不是辯證法。中庸主義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兩種思想。

當其肯定質的絕對安定性，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當其

畏首畏尾於過程正反之間成爲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兩端間

的過渡形態時，他是折衷主義。當新勢力與舊勢力鬥爭激烈而勝負

未分時，往往出現這種折衷主義。30 

  中共建國以後，毛澤東對孔子的道德論繼續持批判態度。1953 年 9 月，

他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第 二 十 七 次 會 議 上 批 判 時 任 政 協 委 員 的 梁 漱 溟

(1893-1988)時說： 

關於孔夫子的缺點，我認爲就是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

點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三盈三虛」，「三月而

誅少正卯」，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我願朋友們，尤其是梁

先生，不要學孔夫子這一套，則幸甚。31 

  1957 年 1 月 27 日，毛澤東在省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曾說：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

                                                      
 29  毛澤東，〈致張聞天〉(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書信選集》，132-133。 

 30  毛澤東，《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380。 

 
31

  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1953年9月13-18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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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

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

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

證法是不鞏固的。32 

  在這裡，毛澤東將孔子和黑格爾(1770-1831)、蔣介石(1887-1975)相提並

論，認為他們的哲學都是唯心主義的，是不可取的。 

  應該指出的是，從投身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對孔子

的評價是肯定多於否定，他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孔子曾經說過：「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行」(《里仁》)，毛澤東便命名他的兩個女兒叫李敏和李

訥。1956 年他寫的《水調歌頭．游泳》，就化用了孔子「逝者如斯夫」的

話表達積極奮進的精神。他之反對孔子，主要是出於政治需要。 

  首先，孔子以「仁」和「中庸」為核心的哲學不符合毛澤東的「鬥爭

哲學」。李零認為： 

孔子辦教育、講學問，這方面的話他喜歡，但他個性強，「溫良恭儉

讓」，不喜歡。鬥爭環境，愛講鬥爭話，他想聽這種話，孔子太少。33 

  然而，如果說毛澤東的性格熱愛鬥爭而否定孔子，則未免將問題過分

簡單化。其實，毛澤東不斷強調鬥爭是因為他需要鬥爭哲學。王若水指出： 

毛澤東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為他們受到階級敵

人的壓迫。敵人越多越凶惡，越不能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既要消滅

敵人，又不能沒有敵人，一旦外敵打倒了，毛澤東就要在內部搜尋

新的敵人，搞內鬥了。34 

  毛澤東需要鬥爭哲學，一方面是要利用它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只要

敵人尚未完全消滅，人民就離不開他；一方面他又要利用它來消除各種反

對派和異己分子，並利用它轉移人民因施政失誤而產生的不滿情緒。最後，

他也利用「鬥爭哲學」，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中國的赫魯曉夫」劉少

                                                      
 32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1957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5

卷，346。 

 33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8-9。 

 34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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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打倒，樹立自己的絕對權威。 

  其次，毛澤東批判孔子是為了和政敵劃清界限。據匡亞明(1906-1996)

回憶： 

1942 年在延安，一度住在楊家嶺，有機會和毛澤東同志接觸請教。

我帶著對孔子已形成的「否定之否定」態度和他談起孔子問題，並

舉出了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和「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這兩段話。前者是說領

導人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後者是說遇事要問個為甚麼即調查研究弄

清問題底細，因為那時延安正在整風，上述內容都和整風問題有關。

毛澤東同志首先認為上面兩段話很有道理，而且強調了孔子生在二

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認為孔子畢竟

是二千多年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

能當作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

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

義理論。特別是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甚麼「尊

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

所以他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

搞讚揚。35 

  其實，蔣介石和毛澤東自幼接受嚴格的傳統教育，熟讀四書五經，但

兩人對孔子卻採取截然不同的態度。蔣要利用孔子的忠恕之道來維護其統

治；毛則要反對孔子來奪取政權。 

  此外，孔子思想具有強烈的保守性。孔子始終希望恢復周禮，他說：「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毛澤東作為一個大國領袖，他

有一種強烈的使命感，希望為中國開闢一條富強的捷徑，能夠盡快超過蘇

聯。斯大林去世半年多，毛澤東就預言中國的建設「比蘇聯還要快些」。赫

魯曉夫(1894-1971)任蘇聯總書記後，毛澤東就大力宣傳，在他的領導下，農

業合作化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不久，他又宣佈大約五十年到

七十年左右，就可以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本主義工商

                                                      
 35  匡亞明，〈《孔子評傳》後記〉，《孔子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5)，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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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改造進展較快時，他自詡其領導藝術「有發展」，「理論上也應有所貢獻」，

「十月革命到現在還沒有顯著的東西」。他在 1956 年 4 月《論十大關係》和

1957 年 2 月講「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頗有用意地多次評論

斯大林對「竭澤而漁」，「殺錯了許多人」，「形而上學」等等，並稱自己已

經找到了中國發展的道路。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人口多，佔人類總數 1/4，

「應當對於人類有較大的貢獻」。每當因財力物力不足，而辦事受到掣肘，

或難以給小黨小國更多援助時，他就會感到不安。他說過，幾十年以後，

如果中國還不是世界第一個大國，是不應該的。他還說： 

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 

如果五六十年超不過美國，那你就不那麼光榮，也就不那麼十分偉

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36 

  著力追求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速度，以盡早躋身於大國行列，是毛

澤東夢寐以求的事。孔子的保守思想在他看來顯得不合時宜。1955 年 3 月，

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論的提綱中寫道：「沒有孔夫子，中國

更進步了。」37在 1958 年 1 月 28 日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說： 

有一個朋友(按：張奚若，1889-1973)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幾句話恰說到好處，「好大喜功」，看是好

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

革命派裏又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

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功近利」，看

是否搞個人突出，是否搞主觀主義，還是合乎實際，可以達到平均

先進定額。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

行的。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國的好東西要學，

應該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很好，北京、

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迷信將來」，人人都是如此，

希望總得寄托在將來。這四句話提得很好。還有一個右派說我「好

                                                      
 36  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紐約：明鏡出版社，1996)，22。 

 37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1955年3月31日)，《毛澤

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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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說

過。「偏聽偏信」，不可不偏，我們不能偏聽右派的話，要偏聽社會

主義之言。君子群而不黨，沒有此事，孔夫子殺少正卯，就是有黨。

「喜怒無常」，是的，我們只能喜好人，當你當了右派時，我們就是

喜不起來了，就要怒了。「輕視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腳、太監、臭

蟲等，不要輕視嗎？38 

(三)  否定期：崇法反儒 

  從 1964 年開始，毛澤東對孔子越來越不滿，對孔子幾乎全盤否定。1964

年 6 月 24 日，毛澤東在接見外賓時說： 

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認為講公道話。秦始皇比

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

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

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

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可是被駡了幾千年，駡他就是兩條：

殺了四百六十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39  

  6 月 13 日接見胡志明(1890-1969)的談話中，他把這個觀點表述得更明

確。他說： 

孔孟是唯心主義，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隸

主、貴族。荀子代表地主階級。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說空話。幾千年

來，形式上是孔夫子，實際上是按秦始皇辦事。秦始皇用李斯，李

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40 

  1966 年毛澤東親自發動了史無前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次運

動的目標除了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路的當權派」外，還要對「封建

                                                      
 38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74。 

 39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 合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260-261。 
 40  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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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和「修正主義」進行徹底的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自然會

遭到強烈的衝擊。這年 12 月，他對外賓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

響。要抓住整個階級鬥爭和還未完成的反封建主義的鬥爭。孔夫子

的影響存在大學文科，哲學、歷史、美術、法律等。他們灌輸帝王

思想，這些都同孔夫子影響聯繫著。41 

  1968 年 10 月 31 日，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再次講

了話。他說： 

廣東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聽說怎麼樣也不好，也逮

起來了。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

我對兩位的書都注意看。此外，還有北大的一位教授叫任繼愈，他

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

上也有點崇孔囉。因為你那個書上有孔夫子的像啊。馮友蘭就是擁

護孔夫子的囉。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看

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

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我跟郭老在這一點上不

那麽相同。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

贊成。但是，在范老的書上，對於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

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這些古董我也不勸

同志們回去研究這一套呵。42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激烈批判是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延續。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主張「民主」與「科學」，但知識分子對

傳統文化卻持全盤否定的態度，其結果是對傳統文化不斷進行非理性的批

判，與五四提出理性科學的原則背道而馳。錢穆(1895-1990)指出：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

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政治不安定，則

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

                                                      
 41  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448。 

 42  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4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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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

氣與精力。43 

  如 1969 年 5 月 4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聯合

社論《五四運動五十周年》中寫了批孔的內容，其中說：「有些人企圖重新

打起孔家店的旗子，為孔家店復辟。多年以來，打倒孔家店還是保護孔家

店的問題，一直在進行著激烈的鬥爭。」劉少奇(1898-1969)的《論共產黨員

的修養》一書中引了孔子、孟子有關個人修養的話。社論由此批判劉少奇

的《論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大肆宣揚孔孟之道」，「為孔家店招魂」。但

在此以後，當時的報刊再也沒有發表有分量的批孔文章。 

  1971 年林彪(1907-1971)事件後，在北京平安里附近毛家灣他的家裏，

查出一些推崇孔孟之道的言論、條幅，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復

禮」之類。同時，在他的兒子林立果(1945-1971)搞的〈「571」工程紀要〉裏，

竟也三次說到毛澤東是秦始皇，稱毛澤東是「行孔孟之道，……執秦始皇

之法的中國歷史上最大的封建暴君」。 

  在 1974 年 1 月 25 日召開的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的「批林批孔」動

員大會上，謝靜宜曾談到這個過程： 

當我們向毛主席彙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噢，

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

皇的。問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論或者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

就是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遲群同志

就召集了幾個同志議了一下，整理了一個初稿，這個稿子只有兩三

頁，當時只有兩三頁，送給了主席，也送給了江青同志……(江青)

還提議我們要到毛家灣去找資料。所以這樣一來，東西就多了……

後來編了一本(即《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給主席和江青同志，

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細，連封皮標題，就是封面那個標題，前

言，內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別是在內容方面。44 

  1973 年 8 月 5 日，毛澤東叫江青(1914-1991)去，同她談了中國歷史上

                                                      
 43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912-913。 

 44  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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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法鬥爭。毛澤東說： 

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

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的；儒家滿口仁義道德，

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45 

  毛澤東還說：郭老對秦始皇、孔子的態度和林彪一樣。他還讓江青記

下他寫的一首詩《讀《封建論》呈郭老》。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

事業要商量。祖龍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行秦政法，《十批》

不是好文章。熟讀唐人《封建論》，莫從子厚返文王。」在批孔運動中，這

一首詩盛傳一時。46 

  1974 年 1 月 12 日王洪文(1935-1992)、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我們看了

北大、清華匯編的林彪與孔孟之道材料，覺得這份材料對當前繼續深入批

林、批孔會有很大幫助。」「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把這份材料轉發全國各省、

市，各大軍區、省軍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林、批孔時參考。」

「現把材料呈上，妥否請主席批示。」毛澤東在這封來信上批示「同意轉

發」。47 

  1974 年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批轉了《林彪與孔孟之道(材料之一)》。48其

實，毛澤東發動「批林批孔」的目的主要不是批林，因為林彪已經不再對

他構成威脅，如果他深入批判林彪，對毛本人也不利，因為林彪的許多講

話和行動是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支持的，因此他只能將林定性為極右而非極

左。毛澤東主要是要借「批孔」來壓制周恩來(1898-1976)，因為他不容許周

氏全面糾正「文革」的錯誤，從而否定「文革」的成績。1 月 24 日，江青

召開首都各界萬人參加的「批林批孔」動員大會。周恩來是被通知參加大

會的。這個大會連開兩天，江青們在會上呼風喚雨，指桑罵槐，不指名地

                                                      
 45  趙以武 主編，《毛澤東評說中國歷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92。 
 46  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1973年8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361。 

 47  毛澤東，〈對王洪文、江青報送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語〉〉(1973年8
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71。 

 48  毛澤東，〈對王洪文、江青報送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語〉〉(1973年8
月5日)，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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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會場上的周恩來置於四面楚歌的窘困境地。這個「精神」很快傳遍全國。

接著各地的「大批判組」就紛紛發表文章。這次「批孔」的文章差不多都

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針對周恩來的。 

  因為周恩來一直努力糾左，所以這些「批孔」文章都用「復辟」、「反

攻倒算」來影射他。江青曾兩次接見梁效等寫作組，指示說：「現在的文章

有點缺點，就是不講現代的大儒。」她明確地說： 

蔣介石是大儒，黨內也有大儒。劉少奇、林彪是大儒，黨內還有大

儒。不然，為甚麼搞這麼大的運動?49。 

  由此可見，毛澤東當時發動批孔運動，主要是出於政治需要。在批孔

的過程中，毛澤東將秦始皇作為孔子的對立面大加讚賞，肯定其焚書坑儒

的做法。既然秦始皇焚書坑儒不應譴責，那麼「文革」中的「焚書坑儒」

也就顯得合理化了。 

三、 結語 

  縱觀毛澤東一生，他對孔子的評價時有改變。從尊崇到批判繼承，再

到全盤否定，其中有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毛氏早年深受中國傳統文化

教育熏陶，熟讀儒家經典，視孔子為聖人，對孔子極為崇拜，並希望成為

像孔子這樣的聖人以動天下人之心。然而，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對傳

統文化產生了前所未有的衝擊。胡適(1891-1962)、陳獨秀、李大釗等新知識

分子將大量西方學說介紹到中國，令毛氏對孔子及其學說的價值也開始產

生懷疑。國難當頭，毛澤東和其他有志之士一樣，都試圖探索一條救國救

民的道路。他不得不對以孔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進行重新取捨。一方

面，他繼承和發展了孔子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教育思想，因為在他看來，這

些文化遺產都有可資利用的價值；另一方面，投身革命後，為了和國民黨

劃清界線並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基於「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50的鬥爭策略，毛澤東乃對孔子的道德

                                                      
 49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215。 

 50  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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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加以批判。建國以後，為了保持自己革命領袖的形象和權力，毛澤東需

要鬥爭哲學以剷除反對派和敵對勢力。同時，他也需要利用鬥爭哲學，刻

意樹立對立面來轉移人民因施政失誤(如大躍進)而產生的不滿情緒。在「文

革」之前，他對孔子的評價有褒有貶，有時甚至自相矛盾，但總的說來還

是肯定多於否定。「文革」時期，他對孔子持全盤否定的態度，主要是出於

政治需要。不過，如果將毛澤東一生對孔子評價的轉變，純粹視作政治需

要和個人性格熱愛鬥爭，則未免將問題過分簡單化。無可諱言，毛澤東批

判孔子確實有其功利主義的考慮。然而，毛澤東又是一個浪漫主義者，他

希望中國能夠擺脫傳統文化的羈絆，追求「六億神州盡舜堯」的理想。在

他看來，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規範，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障礙，

只有打破傳統規範的束縛，才能使中國擺脫貧窮落後的局面。「文革」期間

紅衛兵的「破四舊」，「立四新」，無疑是這種思想發展到極端的產物。毛澤

東受惠於傳統文化，但他對傳統文化卻造成不可磨滅的破壞，這不但是他

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 

 

                                                                                                                         
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90。 

 



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及其原因 ．75．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1.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 

Mao, Zedong. Mao Zedong wen ji. di 7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9. 

2. 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Mao, Zedong. Mao Zedong zao qi wen gao, 1912.6-1920.11. Changsha: Hunan chu 

ban she, 1990. 

3. 毛澤東，《毛澤東哲學批注集》，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Mao, Zedong. Mao Zedong zhe xue pi zhu ji.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88. 

4. 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Mao, Zedong. Mao Zedong shu xin xuan ji.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3. 

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4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Mao, Zedong. Mao Zedong xuan ji, di 1-4 juan. Pek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1.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77。 

Mao, Zedong. Mao Zedong xuan ji, di 5 juan. Pek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77. 

7. 毛澤東，《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13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Mao, Zedong. Jian guo yi lai Mao Zedong wen gao, di 13 ce. Pek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8. 毛澤東，《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7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Mao, Zedong. Jian guo yi lai Mao Zedong wen gao, di 7 ce. Pek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9. 王若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 

Wang, Ruoshui. Xin fa xian de Mao Zedong: pu ren yan zhong de wei ren. Xia ce, 

Hong Kong: Ming bao chu ban she, 2002 

10. 匡亞明，《孔子評傳》，濟南：齊魯書社，1985。 

Kuang, Yaming. Kong zi ping zhuan. Jinan: Qi lu shu she, 1985. 

11. 朱正，《1957年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兩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Zhu, Zheng. 1957 nian de xia ji: con bai jia zheng ming dao liang lia zheng ming. 

Zheng zou: He n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98. 

12. 李洪林，《中國思想運動(一九四九—一九八九年)》，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76． 馮天樂 

司，1999。 

Li, Honglin. Zhong guo si xiang yun dong (1949-1989). Hong Kong: Tian di tu shu 

you xian gong si, 1999. 

13. 李零，《喪家狗：我讀《論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Li, Ling. Sang jia gou: wo du Lun yu. Tai yuan: Shang 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14. 李銳，《毛澤東早年讀書生活》，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5。 

Li, Rui. Mao Zedong zao nian du shu sheng huo. Sheng yang: Wan juan chu ban 

gong si, 2005. 

15. 李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Li, Zehou. Zhong guo xian dai xi xiang shi lun. Tian jin: Tian jin she hui ke xue 

yuan chu ban she, 2004. 

16. 汪澍白，《毛澤東與中國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3。 

Wang, Shubai. Mao Zedong yu zhong quo wen hua. Hong Kong: Zhong hua shu ju, 1993. 

17. 埃德加．斯諾(Edgar Snow)錄，汪衡 譯，《毛澤東自傳》，北京：解放軍文藝

出版社，2001。 

Snow, Edgar, lu, Wang Heng, yi. Mao Zedong zi zhuan. Beijing: Jie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e, 2001. 

18. 馬連儒、柏裕江 編：《毛澤東自述》，北京：人民出版社，1996。 

Ma, Lianru, Bo yu jiang, bian. Mao Zedong zi shu.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6. 

19.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 合著，《毛澤東這樣學習歷史、這樣評點歷史》，

北京：人民出版社，2005。 

Sheng, Xunchang, Ou Weiwei, Sheng Yanghong, he zhu. Mao Zedong zhe yang xue 

xi li shi, zhe yang ping dian li sh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5. 

20. 許全興，《毛澤東晚年的理論與實踐，1956-1976》，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版社，1993。 

Xu, Quanxing. Mao Zedong wan nian de li lun yu shi jian, 1956-1976. Beijing: 

Zhongguo da bai ke quan shu chu ban she, 1993. 

21. 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Chen, Jin. Mao Zedong zhi hun (Xiu ding be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7. 

22. 陳晉 主編，《毛澤東讀書筆記解析》，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Chen, Jin, zhu bian. Mao Zedong du shu bi ji jie xi. Shang ce, Guangzhou: 

Guangdo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6. 

23. 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北京：三聯書店，1984。 

Chen, Duxiu. Chen Duxiu wen zhang xuan bian. Shang ce, Beijing: Sheng huo, du 



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及其原因 ．77．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1984. 

24. 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紐約：明鏡出版社，1996。 

Hua, min. Zhongguo da ni zhuan: "fan you" yun dong shi. New York: Ming jing 

chu ban she, 1996. 

25. 楊榮國，《孔子：頑固地維護奴隸制的思想家》，香港：三聯書店，1973。 

Yang, Rongguo. Kongzi--wan gu di wei hu nu li zhi di si xiang jia. Hong Kong: San 

lian shu dian, 1973. 

26. 趙以武 主編，《毛澤東評說中國歷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Zhao, Yiwu, zhu bian. Mao Zedong ping shuo Zhongguo li shi. Guangzhou: 

Guangdo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2. 

27.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北京：商務印書館，1996。 

Qian, Mu. Guo shi da gang. Xia ce,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96. 



．78． 馮天樂 

How and Why Mao Changed His Evaluation of Confucius 

Fung, Tin Lok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770-476 BCE) and Warring States (475-221 BCE) 

periods,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Confucianism, Mohism, Taoism 

and Legalism flourished at the same time. When Qin Shi Huang conquered all 

other states, he became the first emperor of a unified China. He ruled the 

country by Legalism and burned books and buried Confucian scholars alive in 

gully. After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the empire of Qin Er Shi was overthrown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the 

emperors believed in Taoism of Yellow Emperor and Lao Tzu and let their 

subjects rest and recuperate. When Emperor Han Wu came to power, he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proscribing all non-Confucian schools of thought and espousing 

Confucianism as the orthodox state ideology. Since then, the governing class 

always advocated Confucianism.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the early learning materials for all children, which brought a huge 

impact to the society.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Confucius, attained a high 

position among the public. Confucianism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airman Mao. It also affected the forming and developing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often quoted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in his works and speeches 

and commented on them. With the changes of his evaluation of Confucius, Mao 

belittled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China. The proposed research 

is aimed to discuss how and why Mao changed his evaluation of Confucius. 

This research consists of three sections: (1) The Adoration Period (2) The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Period (3) The Total Denial Perio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Mao’s mental experiences, we will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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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hy Mao changed his attitude towards Confucianism. 

Keywords: Mao Zedong, Confucius, Confucianism, Inheritance, Critic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