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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9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没,是我们

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任务。而

加强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则是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

能把正在深入开展的 “五讲四美”活动,变

为持久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才能通过改造

世界观,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 和 道 德 的

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 有 效 地抵

制、清除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打击

各种犯罪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所应有

的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越来越巨太的作用。

邋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的主要内容

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一切以人民群众的

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大公 无 私 的 思

想。这种思想,是无产阶级在生产斗争和阶

级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无产阶级的先进

性和革命性最集中的表现。

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是
随着社会化的工业的产生发展而 产 生 发 展

的。大工业生产把 “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

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

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 的 层 层 监

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

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的奴役
”
 (《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8页 )。 在社会化的大生

产中9无产阶级被组织成产业大军,进行有

组织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种劳动条件 ,

构成了产生集体主义思想的前提。无产阶级

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愈

发财,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就愈众多。而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众多的无产者都集中

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中,这就使无

产阶级容易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便于组织

和发挥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

级的斗争中,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本阶级团

结一致,充分发挥集体的智
.慧

和 力 量。因

此,阶级斗争的实践是促进集体主义思想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说 “
产业革命便

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

(同上书第一卷第216页 ),那它就同时孕育着集

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无产阶级通过社会

革命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必将

化成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形 成无坚不摧的

物质力量9以埋葬旧世界、建立新社会9从

而谱写出解放全人类的胜利凯歌。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集体主义

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

根本原理 ,拨开了上帝创造历史、英雄创造历

史等神密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迷雾,揭示了

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

观察人类社会的结果9也是以集体主义思想

批驳个人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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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包 含着集体主

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

认识是客观物质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人们

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实践”是沟通主观

和客观的桥梁 9是获得认识的根本途径。从事

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是最基本的

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9科学技术的进步,都

根源于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因此 ,人类的历史

归根到底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群

众的历史。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每一进步,

改造客观世界的每一成就,都是人民群众作

为一个总体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

验等实践活动中赢得的胜利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 民群众创造

历史只是自发性的活动。唯物史观的创立 ,

不仅第一次从人民群众的总体活动上对社会

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使英雄创造历史

的唯心史观宣告破产,而且更重要的是以科

学的世界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阐

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使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

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如果说无产阶级

解释历史9把人民群众的作用看作整体的社

会活动,强调从这些事实的总合中去掌握事

物的本质,就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包含有集体

主义思想,那么,无产阶级在为完成自己的

历史使命的奋斗中9就从理论到实践都以自

觉的集体主义为指导了。

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

产主义。这种社会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
”

(同上书第一卷第2t8页 )。
“
那时人

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

而工作
”

(《 歹刂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了4-175页 )。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

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公

共利益工作成了普遍的现象”
(《 歹刂宁选集》第

四卷第141页 )。 可见,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以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与私有制观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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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和守旧心理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社

会,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充满了

集体主义精神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如何才

能实现呢?“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

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

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
(《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6页 ) o 因此,实现共

产主义的斗争,不仅要求无产阶级在国内和

各族人民团结一致9共同奋斗”而且必须同

全世界的无产者采取联合行动,并在此基础

上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 民联 合 起

来,进行国际性的集体奋斗。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可以说离开了集体主义就谈不上共

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就失去了马

克思主义的真谛。集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

界观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在无产阶级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的。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思想。历

史上的剥削阶级所共有的思想是自私自利的

个人主义。其它劳动阶级也不能在自身的基

础上产生集体主义 ,为什么呢?恩格斯在 《共

产主义原理》中关于无产者与奴隶、农奴有

何区别的分析,可以说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每个奴隶是特定主人的财产,他们与

主人的利害攸关,生活尽管很坏,总还是有

保障的,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

地,他们虽然要交出一部份收入和服一定的

劳役,生活也有保障,而无产者却除了劳动

力外一无所有,他们必须按天按小时地出卖

自己以获得没有保障的报酬来维持没有保障

的生活。其次,奴隶和农奴的经济地位是处

于竞争之外的;而无产者却处在竞争之中,

如果不采取整个阶级的联合行动和各国无产

阶级的联合行动,是无力和资产阶级抗衡

的。第三,奴隶只需要求废除奴隶制这样一

种私有制关系,就可以使自己得到解放,农

奴可以通过不同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

进入竞争的领域而得到解放,无产者却只有

消灭一切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



放。无产阶级甚至同自己的前身手工工场工

人也有性质上的区别,前者占有生产工具 ,

生活在乡下,并和地主或雇主保持着或多或

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不仅失去了仅有的一

点财产,而且完全摆脱了宗法关系。所有这

一切,都归结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产阶

级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高于其它任何劳动者

阶级,是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是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者;而其它劳动者阶级都处于

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小生产的产物,受

到宗法关系和私有观念的束缚。所以他们在

旧社会只能接受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

影响。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其它劳动者

阶级才能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和 教 育 之

下,接受集体主义思想。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

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主义还不可

能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它 还 要 散 发

臭气,毒化和腐蚀人们的心灵,对社会主义

制度和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起破坏作用,成

为使少数人道德败坏,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

消极因素。所以世界观的改造,对每个人来

说,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要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如果放松了用集

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改造,就会失

去根本。

集 体 主 义是 共 产 主 义道德 的核 心

道德是一种内在信念、思想规范和行为

准则,它是理想和情操在心灵中、行为上的

表现。道德又是人们辨别是非、区分善恶、

判定荣辱的标准,具有自我控制和舆论约束

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道德是道

德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

则是集体主义。

为什么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 道德 的核

Jb?

第一,共产主义道德是在无产阶级消灭

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产生

和发展的。道德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原始社

会,道德观念直接表现为原始的集体观念。

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以利已主

义、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如果说奴隶

主和封建主的道德,在实质上是由宗教幻想

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着的阶级剥削,那么资产

阶级的道德,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

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
现金交易

’
,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同上书第一卷第

53页)o正如恩格斯所说: “和资产阶级道

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
,

“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

种道德9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

素
”

(同上书第二卷第138页 )o恩格斯所说的无

产阶级的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

德产生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代

袤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这种道德要

在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斗争中发展,代表

着人类的未来。这种道德所拥有的能够长久

保持的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就 是 集 体 挛

义。因为集体主义既是无产阶级能够作为一

个阶级来行动的基础,又是完成自己的历史

使命的力量源泉,更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根本

特征。

第二,共产主义道德是以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经济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

思想体系的组成部份,属于意识形态这种上

层建筑的范围,它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仍然是

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

内容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的,然后

又反过来为巩固和发展生产资料:公 有 制 服

务。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要求人们把爱护

公共财产,维护集体利益,正确对待和处理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平

等地、同志式地处理人与人的相 互 关 系 等

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而遵守

这些道德规范,又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

有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恩格斯指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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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白党地或不自觉地,归稂到底总是从他们

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

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已的道

德观念”
(同上书第三卷第18顶 )。 无产阶级的

道德之所以能够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产

生9就是因为他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处

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要求对生产资料

的所有制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以消灭剥削

制度和阶级,并从这种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的要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但这种变革

现实和代表未来的共产主义道德,只有在推

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公有制的条件下 ,

才能成为在新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

而当实现共产主义的各种条件具备之后,共

产主义道德才能成为全民性的普遍的人人都

习惯于自觉遵守的道德。 “共产主义一词是
‘
公共

’
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土地、

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

共产主义”
(《 歹刂宁选集》第四卷第8δ 6页 )。 列宁

在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

阶段时,曾经说过: “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

公有财产,那么
‘
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

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

的共产主义” (同上书第三卷第255页 )。 为实现

共产主义而斗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就
包含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共产主义道德的辩

证关系。既然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要求的道德

在内容上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那么共产主

义道德全部内容的核心,就必然是与个人主

义、利己主义根本对立的集体主义。

第三,共产主义道德区分善恶、美丑、

荣辱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一个人的思想和行

为是对国家和集体有利还是有害。集体主义

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原则,也是它向个人

和集体单位提出的行为上的基本 要 求 和规

范。列宁说: “我们要努力消灭
‘
人人为自

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

我们要努力把
‘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

的原则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去,变 成他们的

·28 。

习惯,变 成他们的生活常规”
(《 列宁全集》第

三十一卷第104页 ) 。这就是要以集体主义的生

活常规,把广大群众的意志在无产阶级的领

导下,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

中汇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这样,集体主义

就贯穿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全部规范之中。毛

泽东同志也特别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

神。他认为有了这种精神,必然对工作极端

的负责任,必然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 ,

必然对业务技术精益求精。一个人只要毫无

自私自利之心, “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

的人。一个入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

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9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 个 有 益 于 人 民 的 人
”

(《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

sz1页 )。 由此可见,集体主义作 为 生 活 常

规,应该是衡量善恶、美丑、荣辱的根本标

准。凡是对国家、集体有利,对人民有好处

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善的、美的,也是光荣

的,凡是对国家、集体有害,对人民利益有

损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恶的、丑的,也是耻

扌:Ⅱ

柔嚣0界倍少

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这是
呷

飞 :i∴  第四,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职能是以集

体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共产主义道德与
灬

无产阶级政治的统一,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一
l∴ 、

致,使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对社会的调节作用

更广泛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既纠正和指导社

会各个集体单位的行为和实际活动,又纠正

和指导个人的行为和实际活动,使之合乎集

体利益的要求。道德的这种调节作用,有利

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与实施。遵守

道德规范是靠社会舆论来支持的,它对国家

法令的贯彻执行起极大的辅助作用,而~d^随

着社会的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对社会的调节

职能将最终完全取代国家强制人们服从禁令

的职能。这就规定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职

能和认识的职能,必须培养人们具有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道德意识和品行,正



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与个人之问、集体单位与

国家之间、集体单位与集体单位之间、个人

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职能9无

一不是以贯彻集体主义原则而发挥作用,最

终以达到合乎集体主义原则为归宿。

加强集体主义教育

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就把用共产

主义道德培养年轻一代的工作,提到能不能

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他认为, “从资

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

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

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 建 立 这 样一

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帮助无产阶级和

劳动阶级保持自已的政权,奠定 巩 固 的 基

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

靠在新条件下,即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

不存在的条件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巛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狃页) 。 因此,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必须高瞻远瞩地以战略眼光重视

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把它作为一项重要

的战略任务”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列宁还特

别强调: “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

年的全部事业9成为培荞青年的共产主义道

德的事业”, “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

而斗争9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

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 习的 基 础
”

(同上书第四卷第351页 、Bs5页 )。 这就是说,共产主

义道德的培养,不能脱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

斗争的理想和实践。只有把一生都贡献给这

一壮丽的事业,同这个斗争联系在一起并自

觉地服从这个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才能有共

产主义的道德修养。只有把年轻一代培养成

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共产主义者,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宏伟事业才会后继有

人,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才 能 经 过 一

代又一代的努力而最终完成。既然集体主义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

道德的核心,用集体主义教育和培养一代新

人,就不是权宜之计多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百年大计。

但是,加强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决不

是只对年轻的一代才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

前的实际情况表明,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

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高、中级领导干部 ,

坚持不懈地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不仅同

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是一项十分重

要和紧迫的政治任务。这是因为剥削阶级虽

然已被消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在散

发臭味,毒化空气9还在不断腐蚀革命队伍

中的意志薄弱者。而在 “文 化大 革 命
”

的

十年混乱中,林 彪、江 青 反 革命集团,以
批判 “奴隶主义”,煽动无政府主义,实行

封建专制主义来进行篡党窃国的反革命罪恶

活动,把我们党对干部和群众经过长期的教

育所形成的集体主义的、团结一致的、有纪

律的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进行蛮横粗暴

的否定和践踏,使一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的沉渣纷纷泛起,并在 “革命
”

、 “造反
”

的喧嚣声中公开垄断市场。造成了史无前例

的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强权 压 制 真 理 ,

邪恶凌辱正义的大混乱。林 彪、江 青反 革

命集团虽然早已被人民扫进了历 史 的 垃 圾

堆,但他们在思想上、道德上留下的遗毒 ,

却不是短时期内就能肃清其影响的。他们给

整个社会留下的严重内伤,也要有一个治疗

过程才能痊愈。加上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9

经济、文化的国际交流日益扩大,资产阶级

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不可避免地会对

一些人产生腐蚀作用。所有这一切 9就是党风

仍未根本好转,相当多的入抵制不了剥削阶

级的思想侵蚀,一些人由追求享乐腐化的生

活方式发展到经济上违法犯罪的原因所在。

党内的不正之风,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不良倾向,以及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就其

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

行为上、作风上的表现。对党内 的 不 正 之

。29·



风,必须坚决纠正,对思想上、生活作风上

的错误倾向必须坚决制止,对经济领域的犯

罪活动必须坚决打击。不如此,就不能扫除

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障碍。但是,不
管是党风的根本转变、错误倾向的制止,还

是对犯罪活动的打击,都有一个对人的教育

和改造问题。所以,强调加强集体主义的思

想教育,不仅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

需要,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 迫 切 需

要。

现实的迫切需要和放眼未来的需要,都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而现实的任务不能

完成或完成得不好,也就谈不上为未来作好

准各。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是由现在

工作着的一代来进行的。要散布阳光到别人

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不能想象满脑

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会承担起用集

体主义教育人的重任。在加强对全体社会成

员的集体主义教育中,共产主义道德的榜样

是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列 宁 曾经 指

出: “教育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

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

教育不是这样。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

主和资本家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 他们

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

受的痛苦的时候,当 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

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

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入

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被培养成

为共产主义者” (同上书第四卷第855页 )9 “̂

个有觉悟的工人应当怎样生活,应 当怎样行

动”
(巡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3“页) , 主要是在

实际斗争中从榜样那里学到的。由于 “我们

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

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

的”
(同上书第三十一卷第258页 ), 所以集体主

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榜样,就是太公无

私、时时处处都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

·30·

益而斗争的棋范行为。

在今天,党内的不正之风尚未彻底纠正

的怙况下,要使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取得社

会效果,必须恢复党的光耒传统和优良作风 ,

各级领导干部都应以身作则,侧自己成为集

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榜样,只有这

样9社会风气才会根本好转,社会主义的精

神文明才能在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中

建设起来。不首先完成现阶段这一全局性的

迫切任务,把年轻一代培养成共产主义事业

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就会落空。我们应当立

足于现实,放眼未来,把集体主义的思想教

育经常化、制度化,使迫切的政治任务和百

年大计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

对加强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建设社会

主义的精神文明,我们应该满怀信心,以最

大的决心和热情去努力工作。虽然在积重难

返的情况下,困难很多,阻力不小,但是有

利条件更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三中全会以

来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它符合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深得人民:群 众
ˉ
的 拥

护;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各方面的工作都

有进展,取得可喜的成绩舅党在建国以后所

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是很有成效的,它经受

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捍卫真理、捍卫共产

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巨太力量,这是中国

的精神面貌 ,是 时代的主流”是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促进力量;党 内的不 正 之风 虽

然还未彻底纠正,但已有较大的 改 变 ; 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重视 精 神 文 明

的建设,并且相当多的高、申级 干 部 都 以

身作则,带头推动文明礼貌活动 。 更 重 要

的是这些有利条件还在发展,而困难和阻力

却是日益减退。只要坚持不懈地加强集体主

义思想教育,高度的精神文明一定会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并
在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饨命中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