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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群众工作的语言地图及现实观照

高华梓

[摘 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表明打江山、守江山

的精义即得民心、守民心，而得民心、守民心的要诀即懂民心、暖民心。对此，重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喻以为经、理以为纬的语言地图所折射的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种镜像关系、群众工作主体

的三种角色定位、群众工作客体的三种力量诠释，对于新时代更深更细地把握群众工作这项基本功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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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表明，打

江山、守江山的精义即得民心、守民心，而得民

心、守民心的要诀即懂民心、暖民心。党的十

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新

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把群

众工作的基本功引深引细的新要求，①这就需

要全体党员干部无论是在集体层面还是个人

层面皆应反复体悟群众工作的“味道”和“劲

道”。对此，重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喻以为经、理以为纬的语言地图，对

于新时代更加深刻把握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

种镜像关系，更加有效发挥群众工作主体的

三种角色定位，更加精准激发群众工作客体的

作者：高华梓，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后。①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
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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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力量诠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蕴。

一、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种镜像关系

“密切联系”是群众工作主客体之间关系

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其做

出妙喻，使之呈现更加具体的镜像。

第一，“我们”和“眼睛”表达的是一种整体

关系，从系统学角度出发强调群众工作主客体

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形态。1943年7月3
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

念宣言》时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

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

一样。”[2](p.45)这里为何用“眼睛”比喻群众？作为

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我们”在全面抗战第六

年遇到了法西斯侵略者开始走向滑铁卢的决定

性变化，由此映射的“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

中国”的曙光正是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共同迎

来的。然而，相较于工业发达的反法西斯同盟，

“我们”和“眼睛”承受着最为沉重的压力：一是

日寇和汪逆打着“治安强化”的幌子对根据地军

民实施“蚕食”“三光”等惨绝人寰的政策；二是

蒋介石政府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等两次反共高

潮后，又在共产国际解散时试图炮制第三次反

共摩擦，而其所推行“一抽二抓三买卖”的兵役

制度也严重妨碍广大人民奔赴前线的要求；[2](p.42)

三是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团结，不

斗争”的主张不仅不利于团结“我们的朋友”，

反倒助长“我们的敌人”。基于此，毛泽东便用

比喻告诉“我们”只有像保护“眼睛”一样保卫群

众才能迎接战胜敌人和实现解放的“新的有利

的变化”，而“眼睛”也只有内嵌于“我们”才能制

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2](p.41)

第二，“种子”和“土地”折射的是一种结合

关系，从发生学角度出发强调群众工作主客体

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动态过程。1945年 10月
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关于重庆谈

判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

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

的人民结合起来。”[3](p.1162)事实上，这一组比喻的

运用与“双十协定”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时

局有关。具体来说，“和平建国”基本方针虽然

基于“我们”在军事上的一些让步最终达成，但

此后蒋介石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旧不改

“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反革命策略，进而造

成来之不易的和平之光岌岌可危。对此，“我

们”的破解之道是“同全体人民更好的团结起

来”，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因此，派

大批干部到“进可攻，退可守”的东北地区去发

展人民力量，不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且是

事关战略全局的重要步骤。[4](p.83)然而，开展前

方的群众工作并非易事。一方面，东北地区的

群众基础囿于日伪政权的长期把控而相对薄

弱；另一方面，延安本地干部和南方干部也亟

待克服“背井离乡”带来的困难迅速融入当地

群众。鉴于此，毛泽东便借用比喻告诉“我们”

要做好精神准备，就如同“种子”纵身“大地”一

般，逐渐在群众中间“生根”“开花”，只要这样，

“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3](p.1162)

第三，“安泰”和“母亲”折射的是一种依存

关系，从生物学视角出发强调群众工作主客体

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血缘角色。1953年 2月
16日，毛泽东在途经郑州的专列上听取黄河水

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治黄汇报时曾提及安泰

的故事。安泰是希腊神话中无人能及的力量

王者，拥有的无尽能量全部来自双脚与母亲大

地女神盖亚的接触，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发现这

个秘密后，就在格斗过程中趁安泰不备将其高

举离地而使之力量殆尽。①在此，毛泽东为何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治水六十年》，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版；《中外神
话故事》，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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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这一神话典故？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

期，“泥塑的神像”①做派频现，成为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4](p.254)其中

中央一级仅文教机构就“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

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5](p.43)而不少基层组

织和基层干部中也存在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

违法乱纪现象。[6](p.22)为此，1950下半年至1954
年春党内先后开展“整风整党”“三反五反”专

项运动和“边反、边防、边建”的“新三反”运动，

从而在思想、制度上有效遏制不良倾向在中

央、大行政区、省市、专区四级，县、区、乡三级

对党群关系的侵蚀蔓延。 [7](p.7)正是这一背景

下，毛泽东视察河南之际也不忘叮嘱王化云等

在场干部切莫做脱离“母亲”的“安泰”，而只有

在实际工作中和群众须臾不离、紧紧相依，才

能拥有无穷的治黄能量。

步入新时代，“两个大局”下的新发展阶段

对我们深刻把握群众工作主客体的三种镜像

关系提出了更高期许。就整体关系而言，广大

党员干部如何“乘风破浪”是保护“眼睛”感光

作用的关键，因此既要把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作为团结群众锚定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航线的“坐标系”，又要把坚持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凝聚群众驾

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巨轮的“定星盘”，还要把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引领群众行稳致远的“指挥棒”；就结合

关系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接触地气”是实

现“种子”落地开花的关键，因此，既要以共诉

乡音的“亲情味”打开群众的话匣子，以共赴深

耕的“泥土味”打进群众的朋友圈，还要以共谋

家事的“人情味”打动群众的心窝子，以共唤乡

愁的“文化味”打造群众的栖居地，更要以共同

富裕的“幸福味”打通群众的民生路；就依存关

系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永葆红色”本色，

是拥有“安泰”无穷力量的关键，因此，既要拒

做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而做善于发声亮剑

的“铁面人”，又要拒当意志薄弱的“猎物”而做

扎紧规则篱笆的“守夜人”，还要拒变围猎他者

的“猎人”而做筑牢免疫屏障的“干净人”。唯

有如此，新时代的群众工作才能真正成为常新

的有源之水。

二、群众工作主体的三种角色定位

对于群众工作主体的角色定位，毛泽东在

不同时期皆有过生动表述，笔者认为以下三种

角色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第一，“勤务员”。“勤务员”角色代表的是

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岗位角色。1944年 12月
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

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

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人民服务。”[2](p.243)在此，“勤务员”既旨在强

调“我们”与“官老爷”（国民党）的原则差别就

是职业差别，也意在告诫解放区工作作风有恙

的同志们切莫本末倒置。那么，如何切实履行

“勤务员”的岗位职责？首当其冲是弄清楚服

务行为的目标指向。关于服务对象，不仅包括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基本群众，而且

包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

国的其他群众，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关于服务内容，不仅要立足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基本利益，顾及群众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

益，而且要考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从而合乎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在此意义

上，“勤务员”的岗位角色体现在既要彻底推翻

盘剥压迫群众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亦要解决

群众的柴米油盐、疾病卫生等一切实际生活问

题；既要重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工人等对提

高待遇的要求，亦要统筹兼顾，采取调节劳资

①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对官僚主义进行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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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的政策；既要重视发展生产满足群众

的物质需求，亦要使经济建设事业紧紧围绕革

命战争的历史主题。

第二，“愚公”形象。“愚公”象征的是一种

久久为功引领人民的榜样角色。1945年 6月
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闭幕词时，用“愚

公移山”的故事激励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要建

立“革命一定要胜利”[8](p.1101)的信心。那么，作为

《山海经》里的传奇形象，愚公究竟具备哪些值

得“我们”借鉴的精神品格？一是明辨是非的

能力。愚公认为太行、王屋二山虽然高千仞绵

延百里异常壮观，但是挡住自家生产生活的出

路就不是“好山”。二是把握大势的视野。愚

公认为智叟的以卵击石说虽然表面上听起来

“有理”，但实则有悖“挖一点就会少一点”的规

律。三是敢于斗争的精神。愚公认为他们的

移山之路虽然注定布满荆棘坎坷，但只要代代

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势必能战胜“完全不可

能”。在此基础上，“愚公”的榜样角色体现在

要让群众尤其自由主义人士明了，虽然帝国主

义及其附庸出于自身策略需求会戴上或花俏

或伪善或可怜的面具，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在

组织及政策上始终和群众利益背道而驰，因此

下决心用“锄头”去“挖”他们才是唯一活路；虽

然帝国主义及其附庸造成的反民主逆流尚存，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三大矛盾（及其尖锐

发展）使世界潮流转向民主，因此必须坚定他

们最终将被“挖平”的信心；虽然帝国主义及其

附庸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是实心的“真山”，但在

政治上和文化上则是空心的“假山”，因此只要

主动出击“每天挖山不止”[8](p.1102)就能看到生机

勃勃的康庄大道。

第三，“知心朋友”。“知心朋友”表达的是

一种感同身受走进人民的共情角色。1942年2
至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延安

干部会议及文艺座谈会上多次号召大家力戒

“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作风，成为懂得群众

所思所想所盼的“知心朋友”。那么，何谓“知

心朋友”？具体来说，有些同志虽然想说的就

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大真话，但表达的却是只可

自己意会的党八股，结果自然很难亲近他们，

因此要做“立场”和“立言”相统一的朋友；有些

同志虽然注重以文化人的引领作用，但却搞不

清群众阶段性的认知需求（及其关系），结果自

然很难激励他们，因此要做“送碳”和“添花”相

统一的朋友；有些同志虽然为群众开出了“药

方”，但事前不顾及事后的疗效，结果自然很难

说服他们，因此要做“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

朋友。在此意义上，“知心朋友”的共情角色体

现在既要站在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做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亦要尊重群众的习

惯善用交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以在内容

和形式的结合中亲近群众；既要立足群众的现

时认知需求开展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根基的反

帝反封建文化教育，亦要重视群众的认知需求

发展扩大以反帝反封建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文化宣传，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中激励群

众；既要为群众制定基于调查研究及经验总结

的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亦要为群众在思想上

和组织上凝聚付诸革命实践的最大合力，以在

事实和价值相结合过程中说服群众。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的变化对于有效发挥群众工作主体的三种角

色定位赋予了更高要求。作为“勤务员”，广大

党员干部应弄清楚岗位角色的“变”与“不变”。

“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服务“宗

旨”，而“变”的是群众诉求网络化、立体化、复

杂化背景下的服务“实践”，因此，我们既要通

过“键对键”与“面对面”的线上线下结合畅通

10亿网民和非网民的表达通道，又要通过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满足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还要通过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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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群众在改革大局中的利益关系变化带来的

多元问题。作为“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应弄清

楚榜样角色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久久

为功引领人民的引领品格，而“变”的是基于群

众民生“三感”的引领内涵，既要让群众明了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阻挡大家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坏山”而必须被挖掉，又要让群众明

白推动构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历史大势，还要让群

众明了只要保持强烈的历史主动和足够的历

史耐心，就必定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幸福安宁和

谐美好的共同家园。作为“知心朋友”，广大党

员干部应弄清楚共情角色的“变”与“不变”。“不

变”的是感同身受走近群众的关怀温度，而“变”

的是基于群众实践发展的关怀深度，因此，我们

既要因时、因地、因人向群众阐释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要以大历史观、

大时代观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还要把加强顶

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以确保改革

实效。唯此，群众工作主体才能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圆满答卷。

三、群众工作客体的三种力量诠释

对于群众工作客体的力量诠释，毛泽东在

诸多文章中皆有过贴切述说，笔者认为，以下

三种诠释具有代表性。

第一，“动力”代表的是一种奔涌向前的源

泉力。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

做政治报告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p.1102)在此，“动力”意在强

调驱动世界历史前进的源泉在群众，而群众也

只有持续增强自身能量才能完成神圣的任务。

那么，群众如何在时机与危机并存下实现源泉

力的增量？一是以“觉悟”增进“动力”的韧度。

虽然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国家者我

们的国家”的意识自觉和实践自觉“比任何时

候都高”，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及舆论

宣传造成的不利影响又妨碍群众在更大范围

内和更高程度上的觉醒，因此群众只有在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引领下在思想和行动上“积极

地”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才能真正成为新中国

主人。二是以“团结”增进“动力”的力度。虽

然群众在近八年英勇奋斗中取得了有决定意

义的胜利，但是革命道路的曲折性又表明必须

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中的爱国人士，因

此群众只有“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领导的“有饭大家吃”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实

现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总目标。三是以“努

力”增进“动力”的速度。虽然群众推动世界历

史朝向民主和平的总趋势已经确定，但是法西

斯势力不愿看到与自身利益相悖的美丽新世

界，因此，群众只有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道，

在破与立的统一中“再接再厉”，才能实现中国

革命“上下篇”的转变。

第二，“诸葛亮”象征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

智慧力。1943年 11月 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

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中间，实

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

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8](p.933)智圣诸葛亮

原是东汉末年隆中隐士，后为刘备“三顾茅庐”

的精诚所感，最终将毕生谋略悉献而成就蜀汉

伟业。在此，这一历史人物的出场旨在告诉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

众的先生。那么，群众为“我们”的调查研究工

作贡献了何种智慧力？一方面是真实的需要。

长久以来群众特别是农民深受封建宗法“四条

极大绳索”的束缚，他们唯一热望的就是获得土

地所有权，这解决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吃饭问

题，而且涉及尊严层面的主体地位，唯有实现劳

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直接结合才能真正激活

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因此土地革命政

策的制定成为推动广大群众积极践行“一要打

仗，二要生产”指导思想的重要引擎。另一方

面是实际的经验。红色政权创建时期，广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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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江西和陕北发明的“变工队”“扎工队”“犁

牛合作社”等劳动互助组织不仅缓解了劳动力

及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而且提供了个体经济

基础上集体劳动组织早期探索模式，在此基础

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和推进的合作社事

业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

第三，“铜墙铁壁”表达的是一种坚不可

摧的依靠力。1934年 1月 27日，毛泽东指出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

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

的”。 [9](p.139)在此，毛泽东运用这一比喻意在告

诉大家蒋介石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借助堡垒

政策（严酷的经济封锁及交通封锁）筑造的“乌

龟壳”在群众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群众如何

发挥“铜墙铁壁”的依靠力？一方面是依托组

织凝聚依靠力。组织既是贯通群众工作主客

体的路径，也是激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载

体，因此群众团体尤其是工会和贫农团即成为

落实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贸

易等经济建设各种工作的基本支撑，而以村子

和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亦成为阐明革命战

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尽力改良群众生活以增

加革命力量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是通过总

体战释放依靠力。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及

其附庸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战争就本质而言

是涵盖了方方面面的总体战，因此群众既要立

足革命战争（军事意义）在破除近代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中的主导地位，又要重视经济建设推

动革命战争的第一等重要意义，还要关注法

律、文化等其他上层建筑的整体联动作用（皆

服务于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胜利，无疑是

属于我们的”。[9](p.126)

进入新时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于精准

激发群众客体的三种力量诠释给予了更高期

待。就源泉力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增加增

强“动力”是关键所在，因此，既要通过积极发

展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提升群众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

和凝聚力，又要通过以不断自我革命推进伟大

社会革命的魄力激励群众在新时代长征路上

握好跨越“雪山”的接力棒；就智慧力而言，广

大党员干部如何拜师学艺“诸葛亮”是关键所

在，因此既要通过积极调研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深入实际，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又要通过及时反映群众的新经验、新思路、

新做法，以丰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还要

通过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到治国理政全部

活动，以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就依靠力而

言，广大党员干部如何聚合释放“铜墙铁壁”是

关键所在，既要通过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

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统筹融通党建引领下的

群团组织、工作单位、工会、青年团、妇联、社

区、居委会、村委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的桥梁纽带优势，形成组织合力，又要通过释

放组织合力整体推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影响下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唯此，

人民群众才能汇聚起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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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revolutionary music to greatly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music is
rooted in the magnificent historical era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atten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the
strong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subjective efforts of musicians.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revolutionary music
are manifested as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cultur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unyielding struggle, the advanced nature of unity
and progress, and its affinity to the masses by suiting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 Revolutionary music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Guo Lu-yao)
Marx’’s Theory of World Communication: Its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Cultural Dialogue and Exchange：：The dialogue and exchange
among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is extremely grim, as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and intertwin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her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s being tested. That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t logic are going against the trend and pushing hegemonism results in the dialogue and exchange among
civilizations being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dilemmas, which reflects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order dominated by capitalism, no longer able to
keep abreast of the times, needs reviewing and reconstructing. Marxist world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a theoretical mirror through which we might
accurately see through the dilemma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among civilizations today. Marx and Engels, while expound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among civilizations, made a profound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hat had led to the injustice of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and exchange 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trend of world communicati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world communication, provides a scientific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world communication by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equal dialogue among them, by promo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to form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value consensus of meeting the challenges together, and by facilitating the innovation of civilizations to cast the practical dynamics of deep
intermingl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ao Yi-da and Liu Yang)
Modern Western Diplomacy: Its Inner Logic and a Critique：：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phalian system, the logic of Western diplomacy
has actually followed the jungle law that power is supreme and the winner is king. With the widening gap of national power,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lmost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West, and the concept of diplomacy has been more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Theoretically, the logic of modern Western diplomacy is mostly stuck in one-sided arguments about political, military and
cultural elements. It is difficult to sort out in detail through the level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different social forms, and even more difficult to
grasp its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inking emphasizes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mutual benefit.
It reject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zero-sum game”, presents a Chinese solut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flects that China’s diplomatic philosophy, a reasonable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olar world, has transcende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Sun Zhi-wei)
The““Anti-Ecological Nature””of Eco-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leads to the fact that any ecological theor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of no avail. Ecological
marketism and ecological Keynesianism alike, none of their specific propositions and strategies touch the substantive root of ecological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root of these problems, namely the capitalist social system a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eco-
problems can only be completely solved in a socialist system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Compared with capitalism, socialism has multiple
advantages in ecological issues such as value standpoint, institutional basis and economic system. As China is presently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base on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recogniz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apital for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uide capital through governmental power, and blaze a path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tinct from that of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Li Wei-ran)
Mao Ze-dong’’s Mass Work: Its Language Atlas and Realistic View：：“The country i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 show that the essence of seizing and safeguarding political power is
winning popular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key to the latter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 and warming their hearts. In this regard,
reviewing the three mirror relations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in mass work, the three roles of the subject of mass work, and the three powe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bject of mass work, as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atlas of metaphorical reasoning by the CPC with comrades Mao Ze-do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 deeper and more detailed grasp of the basic function of
mass work in the new era. (Gao Hua-zi)
Mao Ze-dong Is the Greatest Giant in Chinese History: A Review of Mao Studies Abroad in the Last Decade：：In the past decade, studies of
Mao Ze-dong have remained one of the highlights and focuses of China studies overseas, and a series of new results emerged, which promoted the
continual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studies worldwide.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have published
some 50 related academic monographs, more than a thousand relevant documents including journal papers and research reports, and several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 on Mao Ze-dong. The research covers the evaluation of Mao Ze-dong, Mao’s image, his leadership,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his new democratic theory, the last decade in his life, Mao Ze-dong and Chinese diplomacy, Mao’s military thought,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 and Mao’s humanities research, as the studies of Mao Ze-dong evolve into multiple fields,
multiple levels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new era,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f Mao Ze-dong studies and continually improve the academic level and research quality in this regard. (Ren Xiao-wei and Pan Yu-ze)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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