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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要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 《愚

公移山》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创作的一篇寓言

小品文，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曾多次引用这个故事

以教育全党，特别是在 194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他借用寓言之

题目，古为今用，创造性进行阐发，作了《愚公

移山》的大会闭幕讲话，后来这一讲话成为激励

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重要文献。在四卷《毛

泽东选集》中，这是唯一一篇以寓言作为题目的

文章。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这篇寓言，就是因

为其中蕴含着诸多党的领导智慧。

一、毛泽东多次谈到“愚公移山”故事

毛泽东谈“愚公移山”的故事，主要集中在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四次谈到“愚公移山”的故事。

第一次是 1939 年 5 月 30 日，在延安庆贺模

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永远奋斗》的讲话。

在讲话中，他认为中国青年运动有着“永久奋斗”

的优良传统，并强调这是模范青年最重要的一项

判断标准，因为有不少人刚开始是革命的，后来

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在讲话的最后一段，毛泽

东要求模范青年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

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

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

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

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

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

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

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2] 这里毛

泽东虽然没有用“愚公移山”四个字，但是要求

青年一代又一代人铭记永远奋斗的传统，话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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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借用和讲话精神实质可以看出是“愚公移山”

寓言的运用。这里的永远奋斗主要指的模范青年

要同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

第 二 次 是 1945 年 4 月 24 日。 党 的 七 大 是

1945 年 4 月 23 日开幕的，在大会的第二天，毛泽

东在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的

同时，作了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针对国民党进

攻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开展自卫

与反击，指出即使剩下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

就把枪交给儿子，儿子交给孙子，接着毛泽东讲

了“愚公移山”的故事。[3] 不同于上一次的是，

这一次直接说明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而

且讲出了故事的基本轮廓，毛泽东这次讲述故事

的大部分内容聚焦于愚公驳斥智叟的话语。为了

表明这一故事确有其事，毛泽东在讲完故事后，

特别说明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他自己编

造的。

第 三 次 是 1945 年 5 月 31 日， 在 党 的 七 大

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讲话，在讲话的结尾，毛

泽东发出号召：“同志们！我多次讲过愚公移山

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

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

掉！”[4] 这里首次提出了愚公精神，并指出了要

挖掉的两座大山是中国反革命和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次是 1945 年 6 月 11 日，在党的七大闭

幕式上，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总结了党的七大期间完成的主要任务后，

再次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5] 这也是毛泽东在

党的七大期间第三次讲这一故事，也是众人最为

熟知的一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毛泽东完

整地讲解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与 4 月 24 日所

讲内容基本一致，在党代会开幕第二天和闭幕当

天两个庄严的场合，用几乎同样的话语来讲同一

个故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这一故事的青睐和

高度重视。闭幕式上毛泽东讲故事时最大的特点

在于，适当地在故事铺陈的过程中增加了我们党

的话语特点，同时与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革命事

业紧密结合，理论化色彩明显增强，讲故事的落

脚点放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推翻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梳理毛泽东四次讲“愚公移山”故事的历史

过程，可以发现：第一，四次讲话依次递进、逐

步深化，闭幕式上关于“愚公移山”的讲话，是

毛泽东讲解、阐述“愚公移山”故事最完善、最

完整的一次，也是最能体现毛泽东讲解该故事深

意的一次。第二，挖掉两座大山的目标，不是一

步提出来的，而是经过了由反对妥协投降到反对

中国反革命和日本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再到挖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过程。而这两座

大山，正是 1922 年党的二大确定的民主革命时期

党要完成的最低纲领。第三，讲故事的目的，由

激励青年反对妥协投降，到针对国民党进攻要求

全党自卫反击，再到感动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来参

与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从以上分

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借助“愚公移山”的故事，

来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动力以

及革命要达成的目标。

毛泽东四次谈到“愚公移山”，三次集中在

党的七大上。这主要源于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

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党的七大，不单单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七大，而是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给

出中国未来方案的时刻召开的党代会，这一党代

会不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

的命运，因此，可以视为关系着中国人民命运的

党代会。而如何才能实现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命运

之前途，关键在于能否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

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

立新中国。毛泽东巧妙地将愚公比作我们党，把

愚公挖山的事业比作我们党的事业，把人民大众

比作寓言中被感动的上帝，把大山移走比作革命

的胜利，实现了寓言与党领导的事业和当下需要

完成的主要目标任务的巧妙结合。

二、“愚公移山”中蕴含的党的领导智慧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作为

中国革命关键时刻党的重要文献，在实现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目标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愚

公移山》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关键在于“愚

公移山”的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智慧，即“两

个觉悟”。

“愚公移山”与党的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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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到“第一个觉悟”，是实现党的奋

斗目标的前提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的讲话中指出：“首

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

万难，去争取胜利。”[6]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先锋队的觉悟，即中国共产党的觉悟，

这是第一个觉悟。

如果把愚公一家拟化为中国共产党，那么，

愚公首先需要开展的工作即提高全家人的觉悟。

愚公面山而居，这个山不是小山、矮山，而是“方

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也因如此，

使得愚公一家出入十分不便。可以肯定的是，由

此山出入不方便的绝不只有愚公一家，但愚公以

其 90 年的人生阅历，在深受其苦的过程中，却是

最先觉悟起来的，他决定要改变现状，移走大山，

来解决面山而居的群众的共同难题。他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聚室而谋”，即先在家庭内部充分

动员，统一思想，把内部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内部的团结，一时一处容易做到，但要使这

种团结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得到巩固，就必须有

凝聚力量的鲜明旗帜，这个旗帜就是明确的奋斗

目标。寓言中愚公说的第一句话是“吾与汝毕力

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这句话阐明的是

挖山的目标，愚公的高明，在于动员家人团结奋

斗挖山伊始就明确了挖山的目标。目标是方向，

也是信仰，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参加者的奋斗

动力。家人们正是在愚公的动员和目标指引下，

第一次看到了挖山的光明前景，故而才“杂然相

许”，这表明愚公提出的奋斗目标，得到了家人

的响应，成为全家人一致共识。

至此，愚公完成在全家内部的思想统一工作，

这为下一步影响带动更多人投入挖山事业、实现

最终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寓言至此，暗合的正是毛泽东提出的革命胜

利首先必须使先锋队觉悟，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由此推之，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任，首先要做的

就是在党内统一思想，把全党的力量团结起来。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反其意用之，只要

内部高度团结，堡垒就不可能被攻破。目标是凝

聚力量、实现团结的旗帜，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一阶

段，都在最高奋斗纲领之下提出了具体的奋斗目

标，从打倒列强除军阀到赶走日本侵略者，从解

放全中国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建设小康社

会到实现“两个一百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正是这些目标，成为

党在各个阶段汇聚起中华儿女智慧的最强大动力。

（二）激发“第二个觉悟”，是实现党的奋

斗目标的关键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讲述完第一个觉悟

之后，话锋一转，指出“但这还不够”，还应该

做什么工作呢？他指出的解决方法是“还必须使

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

斗，去争取胜利”。[7] 这就是第二个觉悟，即中国

人民的觉悟。

再次回到寓言故事，愚公挖山的艰苦努力，

影响感动了更多人。在愚公一家作出移山的决定

后，开始只有“子孙荷担者三夫”，相对挖山的

艰巨任务，挖山的力量十分弱小，但在他们有了

“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的具体行动之后，

首先感动了一个孩子，“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

始龀，跳往助之”。虽然只是个孩子加入挖山行

动，但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愚公家人之外

的成员加入了挖山的事业当中，这说明愚公的事

业已经开始感染影响到更多的人。愚公移山故事

的最精彩之处，是愚公的行动感动了无所不能、

威力无比的“上帝”，上帝“感其诚，命夸娥氏

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

汉之阴，无陇断焉”。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讲话中指出，对我们

党而言，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

大众。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

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需要注意的是，

愚公是以其“诚”感动了上帝，如果愚公半途而废，

或者装装挖山的样子，或天天祈求上帝，绝不会

出现上帝感动其挖山行动的结果。

从寓言来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第二个觉悟，

“愚公移山”与党的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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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人民大众，就必须以其“诚”来践行群众路线，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的拥护是我们党执政的根

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只要依靠民众，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

任何强敌都能够战胜，而离开民众将一事无成。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

辉历程表明，党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党的奋斗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感动人民群众，

我们必须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开展工作，不能天

天想着感动人民群众，不能做表面文章，更不能

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是要以我们的实际行

动来感动人民群众，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

（三）架设“两个觉悟”之间的桥梁，是实

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必备条件

从党的“第一个觉悟”到人民群众的“第二

个觉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需要党通过

艰苦细致的工作来架设其畅通的桥梁，唯有如此，

人民大众才会“心甘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

从寓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架设这个桥梁的艺术。

首先，需要正确解答同志式的疑问。由于每

个人的认知能力、理解水平有异，故而在坚定革

命的道路上，对具体的革命问题可能存在这样或

那样的疑问，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寓言中愚公的

妻子，在家人对于愚公提出的挖山已经出现“杂

然相许”局面时，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她，还是

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以君之力，曾不能

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这一疑问，一方面表达了她对挖山前景的担忧，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土石如何安置的思考。对待

这种内部的疑问，寓言中提及，杂曰：“投诸渤

海之尾，隐土之北。”这里揭示了对待同志式疑

问的解答智慧。面对内部同志的疑问，党需要做

的工作是正确的解疑释惑，然后在此基础上，不

断完善自己的工作，决不可把这种疑问当做来自

阶级异己分子的反对意见，无限上纲上线，甚至

开展残酷的党内斗争。对党内同志正确释疑解惑

的范例就是毛泽东在 1930 年写的《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8] 一文，该文转变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

的不正确认识，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思想获得了更多的共识。

其次，需要敢于批驳种种谬论。我们的事业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获得一切人的赞

成，必然会有种种噪音在耳边响起，“智叟”就是

发出这种噪音的人。当寓言中智叟出现时，愚公挖

山至少已经进行一年了，但智叟却泼来了冷水，他

首先“笑而止之”，然后说出了他的讽刺性观点，

“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

毛，其如土石何？”愚公出面了，他首先当头一棒

对其批驳，认为“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

妻弱子”。并说出了自己之所以坚定事业信心的原

因：“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

加增，何苦而不平？” 现实中类似智叟的观点可

谓比比皆是，智叟的话语从表面来看似乎有其合理

成分，这也是能够蛊惑人心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

观点，往往也是片面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时我们

需要坚持的就是愚公这种唯物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

问题，来批驳错误、反动的观点，以达到教育人民、

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目的，绝不能当开明绅士，

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敢亮剑。在革命年代，每当国

内外反动势力恶意攻击革命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代

表全党站出来进行批驳，最典型的就是 1949 年毛

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

信件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

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

心历史观的破产》等 5 篇评论。[9] 这些评论揭露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

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原因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第三，需要拥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寓言中，

最能体现愚公移山坚定革命意志的就是“寒暑易

节，始一反焉”。这八个字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愚

公移山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

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

凡。从单独每天的时间和每天的任务量来看，挖

山是一件简单或平凡的工作，但如果把这些时间

点串起来，那就是惊天泣地的伟业，而串起来的

主线唯有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建党时全国

“愚公移山”与党的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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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谁能想到 28 年

后这个党赢得了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建立了全国

性的社会主义政权？当“文革”使中国社会主义走

进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时，谁能想到经过三十多

年发展，中国就能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

位？当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一片唱衰社会主义的时

候，唱衰的这些人士可曾想过经过短短 20 多年的

发展，中国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

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

伟大的转变过程，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意志，需要

的就是钉钉子、久久为功的精神。

三、《愚公移山》精神的发扬光大

党的七大结束后，全国各地党组织迅速传达

贯彻会议精神。《愚公移山》作为中共七大精神

的概括，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动员令。愚公

移山精神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1953

年，《愚公移山》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1964 年 4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愚公移山》单行本。

196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愚公移山》汉英文对

照本，《愚公移山》从此走出国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愚

公 移 山” 的 故 事。2014 年 11 月， 在“ 加 强 互 联

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他在讲话

中以“愚公移山”的寓言表达了实现人类社会互

联互通的美好愿望。2015 年 3 月，在参加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让老区人民同

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2015 年 11

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

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在

新长征路上要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 2018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发表的讲话中再次提到“愚公移山”等反映中国

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的古代神话。

2019 年 8 月，在考察甘肃时，强调新时代需要更

多像八步沙林场“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公。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了“两个一百年”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其

前景之光明，挑战之艰巨，均前所未有。为之奋斗，

依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依然要珍惜奋斗历

史，咬定奋斗目标，正视奋斗困难，坚信奋斗胜利。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愚公移山”的重

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一张蓝图干到底”“水滴石穿、久久为功”“功

成不必在我”“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善

作善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钉钉子精神”

等，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呼吁发扬光大

愚公移山精神。

时光荏苒，“愚公移山”的寓言已经流传几

千年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问世也已经 70 多

年了，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传承这种智慧。这种

智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基因，成为

自身智慧的重要方面，值得永远品味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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