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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育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历程中汲取智慧。青年毛泽东的志气、
骨气、底气的养成，是文化、理论、实践以及主观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青年毛泽东有高远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

想; 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对自身有牢固信心，对人民有坚定信念。新时代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志气、骨气、
底气，培育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需加强历史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领青年成长; 需加强党

情国情世情教育，鼓励青年在实践中成长成才; 需加强理论学习教育，发挥立德树人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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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

殷切期望!”［1］这表明了“志气、骨气、底气”是时代新人应该

有的精神气质。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有高远志气、铮铮骨气

和深厚底气。当下，探究青年毛泽东志气、骨气和底气的养

成与内蕴，对培育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具有重

要价值。

一、青年毛泽东志气、骨气、底气的养成
人的精神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既受外在客观因素影

响，又须有内在主观因素支撑。青年毛泽东志气、骨气、底气

的养成，是文化底蕴、理论素养、实践基础以及主观因素等综

合作用的结果。
( 一) 文化底蕴

中华民族向来就是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民族。孟

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孟子·
公孙丑上》) ，刘禹锡的“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蜀先主

庙》) ，陶 安 的“盛 大 流 行 天 地 气，有 生 得 此 本 豪 雄”( 《浩

气》) 。这些格言诗句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的精气

神的培养。青年毛泽东“尝读诗书，颇立志气”［2］55，其独特

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圣贤理想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志气。

儒家认为，君子要努力成为圣贤，通过潜心躬行“内圣外王”之

道，造就理想人格，建造理想社会，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

界”的最高境界。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推崇圣贤的

言论。圣贤理想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塑形起

着重大作用。在人格理想方面，他赞同“内圣外王”之道，即强

调在修身养性中实现人生价值，在此基础上将“内圣”的人格

力量转化为“外王”( 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实践力量。毛泽东

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道德实践，才能在“斫我心灵，丧我

志气”［2］72的昏昏乱世中立身处世。在社会理想方面，早年毛

泽东乐于追求君子之道，认为“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

人”［2］75，并将孔子的“大同”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他曾试图通

过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村”试验将大同理想变为现

实，只是后来在不断摸索中最终选定彻底改造的革命手段，并

将目标升华为更具科学性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刚健特质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骨气。

“刚”是指有进取心，不屈服于外力; “健”是指具有耐久力。
中华传统的刚健精神具有丰富内涵，既包括不屈不挠、锐意

进取的斗争精神，又包括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民族气节。
刚健气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更是属于中华传统文

化的湖湘文化的突出表现。毛泽东在中国的湖湘大地上成

长起来，既受品格坚韧刚毅、品性质朴善良的湖湘民风熏陶，

又受重视民族气节、关心国家大事的湖湘士风影响。近代以

来，远有王船山、魏源，近有谭嗣同、陈天华，湖南涌现出许多

高扬民族大义、怀有铮铮铁骨的仁人志士。正是在“自强不

息”的浓厚文化氛围中，毛泽东的思想认识、道德品格逐渐形

成与发展。他曾写过“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的文

字。基于刚健气质作用和前提的深刻认识，毛泽东注重在社

会实践中、体育锻炼中磨砺意志、增强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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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

底气。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的

是人。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3］164，突出

了中国文化重视人自身价值的特点。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理

念是形成毛泽东“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自主、自觉和自为的

存在”等思想的基础，也是塑造青年毛泽东底气的基础。“以

人为本”的理念，一方面，是毛泽东“贵我”主观道德律的渊源

之一。他提出“我即宇宙”“我即实在，实在即我”的论断，高

度宣扬人的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民本主义思想的渊

源之一。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的学说最突出地体现在民本

主义思想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得民心者得天下”等观点对毛泽东群众观的形成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这为他日后挖掘群众联合的巨大力量、建立起对群众

联合的信心做了重要铺垫。在传统“以人为本”理念以及民本

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坚信人的力量，重视发扬人的

潜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厚的底气。
( 二) 理论素养

理论素养是人们能充分认识客观规律、有效地发挥主观

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在理论素养增强的过程中，

知识会塑造主体独有的精神气质。青年毛泽东十分注重理

论研究，他钻研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改良主义，

最后选择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科学世界观的

指导下，青年毛泽东展现出更加积极昂扬的精神气质。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鼓舞了青年毛泽东的志气。人民

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者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一切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

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少年时期便对平民百姓饱含

同情，他和蔡和森等人日后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就是以使

个人“奋斗向上”和“全人类生活向上”为追求，以拯救民众

于水火之中为目标。在亲历五四运动后，他看到了人民蕴含

的蓬勃力量，并意识到民众大联合是解决国家社会黑暗问题

的根本方法。在思考如何发挥群众力量的问题时，毛泽东深

刻反思以往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

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也就找到了发挥民众联合力量来

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人民既是奋斗目标，也是依靠力量。
在那个时代，人民的力量要通过革命斗争来发挥。马克思主

义的创见为毛泽东依靠群众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志向提

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激发了青年毛泽东的骨气。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

革命的过程中，其革命性表现为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政

治立场。毛泽东是一名充满斗志的革命青年。他一方面对

暴政强权持猛烈批判态度，曾领导过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

动，教育和发动了广大群众，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给

全国的革命运动带来了很大的鼓舞。他深刻总结了历史经

验———“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

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4］5，往后愈加坚定

采取马克思主义式的彻底革命方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坚定

秉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认为“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

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4］5。为了尽早使无产阶

级群众脱离困境，他不再像一些改良主义者对当权者心存幻

想，主张采用俄国式革命斗争的方法来对昏暗的社会实行完

全改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加强了毛泽东不

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涵养了青年毛泽东的底气。马克

思主义产生于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土壤中，并在自身发展

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

最新成就，它正确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本质和

规律。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期，恰是各种救国学说激烈纷争

的时期，先后出现问题与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之间、社会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大争论，最终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

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为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广大知识分

子所接受。毛泽东持续思考、不断实践，认识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在中国发挥效用，逐

渐清算了头脑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

主义信仰。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毫不动摇的坚

信巩固了他的底气。
( 三) 实践基础

青年毛泽东独特的精神气质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在后

天社会实践中得以涵养和增强。深邃的实践观、在实践过程

中遇到的挑战以及丰富的经验教训，为青年毛泽东精神气质

的塑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实践的深刻体认增强了青年毛泽东的志气。在主张

知行互发并重的湖湘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毛泽东，很早便开始

思考“知与行”的关系，早先毛泽东把书本看作是知识的主要

来源，持有先知后行的观念，把知和行分为两个阶段，打算避

世自修后再入世实践; 之后受黎锦熙的教导，转而认同知行

合一的治学理念，形成了知而践行、行而促知的为学方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毛泽东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没有停留在简单

层面，他认识到身心对知行的重要作用:“人之心力与体力合

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2］575 心体合一，方有真知。知行合

一，方能形成有高度的实践。在毛泽东看来，有高度的实践

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充分运用客观规律改

造外在世界，从而散发蓬勃的力量，这也是他坚定信念投身

于救国救民伟大实践的重要原因。
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增强了青年毛泽东的骨气。毛

泽东青年时期就坚持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

胜”［2］159的观点，他在阅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写下批注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

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2］159，字里行间透露一股

决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屈服的英雄主义气概。1918 年，毛泽

东首次进京时，主要面临生活上的挑战。那段日子清苦而紧

促，他坚持了下来，为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做辛勤的

准备工作; 返湘后毛泽东从事教育和舆论工作，但湖南军阀

张敬尧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

还强迫解散他所领导的学联。暂时受挫的毛泽东没有气馁，

反而越挫越勇，独当一面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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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随后毛泽东二次进京，义正词严地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

务总理提出了惩治张敬尧的要求，彰显了革命青年的坚强不

屈。实践过程中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革命实践遇到的

大多是惊涛骇浪，而毛泽东就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培育了

“粉身碎骨浑不怕”的骨气。
实践过后积累下的丰富经验教训增强了青年毛泽东的底

气。“通今”思想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他重视经验、
实际和行动，在广泛实践中获得某种经验的理性认识。毛泽东

就是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实践中，经过对空想社会主义、新村

主义、工读主义、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学说的思索，认识到

这些理论的不足后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并继续通过实践以验

证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性和科学性，最终确信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道路、是梦寐

以求的“大本大源”。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

的根本标准。实践过后掌握的经验教训越丰富，就越接近真理;

越接近真理，则越有底气。就像在井冈山革命初期毛泽东写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真理性增进了悲观迷茫的战友的信

心; 在抗战艰难时期写下《论持久战》，其真理性增强了全国军民

顽强拼搏、奋勇抗日的底气。
( 四) 主观因素

文化渊源、理论素养、实践基础为青年毛泽东精神气质

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内在的主观因素如人生观、责任感、同
理心、性格、意志、品格、能力等，同样则对毛泽东精神气质的

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深邃人生观与高度责任感的统一推进了青年毛泽东志

气的形成。由于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依附地位，封建时代的

人往往不知有“我”。早年毛泽东受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人

格独立等时代思潮的推动，思想观念从封建旧社会走了出

来。他认为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将实现自我的无上

价值作为人生目的，从而完成了从“无我”到“唯我”的转变。
但“唯我”人生观的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催生强

烈的担当精神，又有可能走向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极端。
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受苦受难的百姓富有高度同理心，另一

方面对处在救亡图存阶段的中华民族怀有“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高度责任感。这种“心怀天下”的同理心和责任感

使他没有成为目中无人的精致利己者，也帮助他完成了“实

现自我、身心并完”的个人理想与“改造中国和世界”“使个

人和全人类生活向上”的社会理想的统一。
叛逆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的统一促进了青年毛泽东骨

气的形成。父亲的专制性格和严苛管理激发了幼年毛泽东

叛逆的个性，他从小便敢于挑战权威。随着年龄增长、阅历

丰富，他对封建家长制的叛逆上升到对了封建社会的叛逆。
而且他的反抗并不仅仅停留于心理的层面，还要在行动中对

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改造。毛泽东的改造实践，既有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指引，又有自身意志的坚固支撑。毛泽东在《体育

之研究》举例说明了意志的作用:“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

已; 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 化家为国，敢为而已; 八年于

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2］61 他认为体育是增强意

志的重要方式，所以他重视体育，经常洗冷水浴、登山、远足、

游泳，保持了强健的体格，也锻炼了顽强的意志。叛逆的性

格加上顽强的意志，成为毛泽东面对挑战和苦难时决不屈服

的稳固支撑。
高尚品格与出众能力的统一增进了青年毛泽东底气的

形成。高尚品格和出众能力都是个体底气的两个重要条件。
一方面，毛泽东有高贵的品格。他秉持“主观的道德律”，认

为道德必须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这种“贵我”的伦理观

“正好在新时代体现了‘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的传统观

念”［5］138。另一方面，毛泽东有出众的能力。他既有触类旁

通的自主学习能力，又有精明能干的社会组织能力。他还能

够独立办报写报，其创办的《湘江评论》就曾在湖南舆论界引

起巨大反响。可以说，青年毛泽东是一名品学兼优、全面发

展的“全才”。湖南一师曾开展考查学生德、智、体水平的

“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四百多名参选人中得票最多，且

敦品、自治等六项内容独得优秀，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

数为全场最高，而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德才兼备的优秀

品质，使毛泽东不管在人格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有十足的信

心，这也就增进了青年毛泽东底气的形成。

二、青年毛泽东志气、骨气、底气的内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一个重要且意蕴丰富的概念。

“气”既可以代表万事万物的本原，也可以表示为个体的精神状

态。志气、骨气和底气同为“气”的延伸，在本质上都是孟子所言

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都表现为积极有为的精神气质。
青年毛泽东的志气、骨气、底气都有深刻的内涵。

( 一) 青年毛泽东的志气

志气是指个人锐意进取、发愤图强的精神状态。志气彰

显毛泽东精神气质的价值取向。青年毛泽东的志气主要体

现为他有远大的个人追求和社会理想。
1． 实现自我、身心并完的人生追求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怀有异于常人的远大追求。他奉

行“贵我”的主观道德律，视自我为宇宙、社会的核心，并将自

我设想成能够发挥至伟至大之力的至人完人。青年毛泽东

既追求精神价值的“个人主义”，又重视身心发达的“现实主

义”，将“实现自我、身心并完”确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

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

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2］218 具体来说，这里

的“身”是指主体的物质性躯体，这里的“心”是指主体的知

识、情感、意志等精神性力量。毛泽东认为古今中外的圣贤

豪杰具备身心并完、全面发展的素质。因而毛泽东以成为人

格完善的圣贤豪杰为理想，以运动、斗争为动力，以野蛮体

魄、文明精神为途径，希望能最终达到“身心皆适，是谓俱

泰”［2］61的状态。毛泽东对发展自我有深远的畅想、明确的

目标和坚毅的意志，因此由内而外散发出积极昂扬向上的勃

勃生气。
2．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胸怀天下、心系人民，他的志向并不局限于实现

自身素质的完满。在他生活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

日，国内军阀的混战连年不断，致使劳苦百姓生灵涂炭。出

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毛泽东很早便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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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状况。当别人还在因为自身前程而

担忧时，他早已走出“小我”，毅然放弃小日子式的富农生活，

立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宏愿，“决心要

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6］38。经过认真地思

索，毛泽东逐渐认识应该采取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手段来

改变“强权获利、百姓受苦”的不合理现象，并将“改造中国

与世界”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也体现了毛泽东立足中

国、放眼全球的格局。在对不同救国学说进行深刻比对后，

毛泽东下定决心通过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其宏伟的

社会理想。他后来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

的正确 解 释 以 后，我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信 仰 就 没 有 动 摇

过”［7］131。总之，毛泽东心中始终装着民族、国家的解放事

业，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是他青年时期的底色，也是青年毛泽

东志气的重要表征。
( 二) 青年毛泽东的骨气

骨气是指个人敢于斗争、自尊自强的精神状态。骨气是

毛泽东精神气质的支撑。青年毛泽东的骨气主要彰显为他

既有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民族气节。
1． 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青年毛泽东有面对困难不屈不挠、面对强权不卑不亢的

顽强斗争精神。他持有“动”“斗”的人生观，在他看来，斗争

是永恒存在的，活动性和斗争性是人格本性，不会因任何缘故

而消减。毛泽东还认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

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8］24，并使“运动、斗争成了他

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5］134。因此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比起

其他青年学生更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大学时期，面对办学

无方、贻误青年的校长张干，毛泽东敢于宣泄自己对校方不合

理规定的不满，联合同学掀起驱逐当权校长的学潮。步入社

会之后，面对穷凶极恶的官僚、军阀、资本家，青年毛泽东也没

有畏惧，而是坚定和民众站在一边，并鼓励民众道:“世界什么

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

最强。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

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2］270，以此来鼓舞民众的

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作为那一代的青年领军人物，毛泽东

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从不畏惧，从来都对敌人进行坚决彻底不

妥协的斗争，体现了青年人刚正不阿的骨气。
2．“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的民族气节

青年毛泽东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他的

青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最为黑暗的时期，国家遭遇的磨难和

民族遭受的屈辱使每一个有识之士刻骨铭心。毛泽东很早

便意识到时局的危急，这也激发了他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与权

益的决心。1915 年，袁世凯为争取日本支持其复辟称帝的野

心，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长沙城

后，湖南一师的师生群情激奋，他们将数篇爱国文章编纂成

题名为《明耻篇》的小册子。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五

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2］10 的热血誓言。
同时期，与毛泽东交往甚密的一位同学因病去世，毛泽东为

其撰写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

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

贱。”［2］7这首五言诗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他对

民族前途的深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青

年毛泽东日后一直为振兴中华的愿望不懈奋斗，他忧国忧

民、无私无畏，彰显了中国青年的骨气。
( 三) 青年毛泽东的底气

底气，指个人成竹在胸和饱含力量的精神状态。底气是

毛泽东精神气质的动力支撑。青年毛泽东的底气主要体现

在他既有恃者唯我、舍我其谁的牢固信心，又有相信群众、联
合群众的坚定信念。

1． 恃者唯我、舍我其谁的牢固信心

青年毛泽东对自身潜力有无限的信心。在价值观念、道
德标准崩塌的时代，他宣扬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精神，持“山河

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2］542的“贵我”思想，强调依靠自

身力量来实现目标。青年毛泽东注重修身养性、锻炼身体、
磨砺意志，使身心两面充分发展，从而建立起牢固的自信心。
毛泽东的自信气质在他的诗词里可见一斑。1917 年，毛泽东

与好友在湘江畅游时，创作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

千里”的诗句，显示了他正值青春年少的壮志豪情。1925 年

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头时触景生情，写下《沁园春·长沙》，其

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等句，便是他青年时代意气风

发、纵横潇洒的生动写照。青年时期形成的底气伴随了毛泽

东的一生，他的言行举止总是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

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
2． 相信群众、联合群众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对民众联合的潜力也有坚定的信念。近代中国

因民众溃散而备受压迫、日渐衰微，也将因民众联合而摆脱

凌辱、走向振兴。这是青年毛泽东坚信的道理。他曾在《〈湘

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中强调了群众联

合的力量，阐发了依靠群众、联合群众的鲜明群众观，在当时

掀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除了为走群众路线构建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联合群众发动了许多社会运动。求学期间，毛泽东

曾联合全校师生以及省城警察，与溃散军阀斗智斗勇，最终

成功击退溃军; 步入社会后，毛泽东曾联合群众开展了震惊

湖南乃至全国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进一步彰显了群

众联合力量的勃勃生机。总之，青年毛泽东始终为人民利益

英勇奋斗，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对群众力量有坚决信心、对
正义必胜有坚定信念。正如他所言: “我敢说一怪话……中

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

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359

三、青年毛泽东志气、骨气、底气的时代价值
青年毛泽东的志气、骨气、底气集中体现在他对人民群

众的情感和为人民服务的追求，成为日后党和人民不息奋进

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具有不过时的精神价值，永远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向着远大理想和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 一) 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志气，培育志存高远、敢于担当

的时代新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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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们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正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迈着大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前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还需要培育既能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又能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任的有志新人，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源源不断、持续增强的内生动力。新

时代下当代青年群体呈现丰富的精神图景。需要引起注意的

是，部分青年群体中存在“躺平”“佛系”“废青”“低欲望”等颓

废型的文化现象，如果任青年群体“低欲望”的心理“发展下

去，会走向消极宿命论、价值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9］，那么也

就担负不起党和国家赋予他们的任务。不可否认，这些低欲

望的精神状态背后存在客观原因，而主观因素也不容忽视。
其中缺乏志气就是重要的主观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志

存高远方能登高望远，胸怀天下才可大展宏图。火热的青春，

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10］，强调了青年人树立志向、增强志气

的重要意义。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志气，勉励广大青年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培育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必要条件。
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志气，培育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的时

代新人。一是要加强历史教育，引导青年树立大历史观，学

习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传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家国情怀; 学习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演进史，认识“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逻辑; 更要乘着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大势，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

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在党史教育中发挥“新民学会”青年、“五四”青年、“一

二九”青年等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激励当代广大青年“爱国

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

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1］。
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成长，增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引导青年认识到公民与社会、
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毛泽东青年时期便深情直言: “天下

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2］356 这便是认清“小我”
与“大我”间互动关系后内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

心。这也启示青年应明白“为人民服务”和“为自己服务”两

者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推

动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 二) 弘扬青年毛泽东的骨气，培育不屈不挠、勇于斗争

的时代新人

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乱

云飞渡仍从容”，是时代新人应具备的素质，因为在前进道路

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会越来越复杂。从党情来看，中国共

产党正在经受“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

大考验，也正在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

败”四大危险，给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带来巨大挑战。从国情

来看，一方面，当前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各种利益相互

交织，各种问题纷沓至来; 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

大，“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

潮持续涌入，严重扰乱国民思想，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

压力。从世情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未平、世界政治局势动荡

变革、经济下行压力积累; 同时，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将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给

世界局势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1］新时代下的当代青年，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

意志，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时代新人。
弘扬青年毛泽东的骨气，培育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时

代新人。一是要加强党情国情世情教育，引导当代青年树立

忧患意识，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也要看到存在的风险; 既要

抓住机遇，又要直面挑战。十七岁的毛泽东正是读完一本关

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了解到国家时局之紧急、
民族危机之深重，“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职责”［8］8，并由此激发出救国救民的昂扬斗志。而苏联的许

多共产党员后期腐败蜕化，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骨气，最

后导致亡党亡国。当代青年要注重汲取经验教训，做到“安

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坚守底线思维，提高斗

争的勇气和本领。二是要注重实践教育，增强骨气不能停留

在思维层面，唯有实践方显英雄本色，也唯有实践方能锻炼

英雄骨气;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

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12］72 ; 习近平也曾告诫中青年

干部:“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

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
才干。”［13］弘扬青年毛泽东的骨气，既要求青年在社会实践

中拼搏奋斗、增强骨气，又要求青年在体育实践中强身健体、
磨砺意志。

( 三) 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底气，培育自信自强、善于作为

的时代新人

是否坚定“四个自信”是衡量新时代青年底气的重要标

准。青年坚定“四个自信”，既为个人成长又为民族发展提供

牢固的精神支柱。但客观而言，新时代青年坚定“四个自信”
仍面临诸多挑战。从国内看，在政治上，干部群众意识淡漠、
民众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亟待解决; 在经济上，贫富差距过

大、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需要缓解; 在文化上，信仰缺失、精神

空虚和道德滑坡等问题仍然突出; 这些都是制约“四个自信”
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看，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 经过几代人的

不懈奋斗，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

“挨骂”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国际话语权上仍是西强东弱的局

面，中国仍处于被动地位。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其控制的强

大舆论武器在国际社会中诋毁中国形象，国外许多民众看到

的都是不真实的中国;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不断对中国进

行文化渗透，影响了一批明辨力不强的国人，这些人用西方思

维、西方话语来诟病中国所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这是不自

信的表现。实际上，新时代青年“拥有更优越的发展环境、更
广阔的成长空间，面临着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际遇”［14］，为青

年增强底气奠定了充足的客观因素。同时，青年提高自信力

也需要主观上的精神支撑。这就得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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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自信自强的时代新人来书写和传播中国好故事，培育善

于作为的时代新人来塑造和维护中国好形象。
弘扬青年毛泽东的底气，培育自信自强、善于作为的时

代新人。一是要以立德树人引领时代新人的培育。立德树

人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努力使青年将思想品德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规避灌输式的道德教育，因为建立在虚伪道德基础上

的底气如同建立在沙子上的楼房摇摇欲坠。早年毛泽东也

不赞同盲目的、庸俗的道德，他认为遵守道德不应是被动的，

而应该是知晓伦理道德原理后的自觉行为。往后他还号召

全党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追求做“一个高尚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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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0。当代青年要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培养浩然正气。二是要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理论

水平。青年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的历史性变

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还要从学理上搞清楚取得伟大成就

背后的深层逻辑，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一

核心问题的学理认识，实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中青

年干部强调:“年轻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是

很多的。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16］当代青年要以理论

本领引领战略规划、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的提

升，如此做中国人的底气会更加强劲、更加持久。

结语
志气、骨气和底气，虽然在具体涵义上各有侧重，但也是

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整体，是担当民族伟大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必然要求。青年时期养成

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为毛泽东日后实现“将暮气沉沉的旧中

国变成朝气磅礴的新中国”的伟大成功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

础。“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

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0］。当代青年当

以毛泽东为榜样，传承青年毛泽东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立足

中国，胸怀天下，以开放的眼光审视世界，以宽广的心胸拥抱

时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奉献中国青年的青春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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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Young Mao Zedong＇s
Lofty Ambition，Tough Spirit and Inmost Temperament

LIU Hong － sen，HUANG Jia － hao
(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o cultivate lofty ambition，tough spirit and inmost temperament in a new generation of people of the new era，we can draw on wisdom from the

growing process of Young Mao Zedong．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Mao Zedong＇s lofty ambition，tough spirit and inmost temperament was result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of culture，theory，practic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Young Mao Zedong had a lofty pursuit of life and social ideal as well as a strong

spirit of struggle，national integrity，firm confidence in himself and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to carry forward the lofty ambition，rough spirit and inmost

temperament of Young Mao Zedong and cultivat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with lofty ambition，tough spirit and inmost temperament，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history education and guide young people in their growth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e Party，the nation and the world，and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grow and develop into talents in practice;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theoretical

study and education and exert the leading role in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Keywords: Mao Zedong in his youth; lofty ambition; tough man spirit; inmost temper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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