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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与奠基

王洪车

[摘 要]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在革命战争年

代，毛泽东就率先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

医疗卫生工作，号召各级党委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指导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

点放到农村，构建了一套适合我国农村情况的卫生服务体系；指示卫生部加强团结中医，组建了世界上独有

的中西医医疗卫生队伍，迅速壮大了我国医疗卫生保健力量。再论毛泽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与奠基，

不仅有助于我们深情缅怀这位历史伟人及其创建的丰功伟业，更能帮助人们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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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与奠基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

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大

创举。毛泽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主要包

括四个方面：率先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号召各级党委把医疗卫生

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指导卫生部把

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指示卫生部加

强团结中医。当前，再论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

卫生事业的开拓与奠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情

缅怀这位历史伟人及其创建的丰功伟业，更能

帮助人们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一、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才能积极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在早期组织工农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就对工农大众的卫生、疾病、健康多有论述

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方案，如党的二大宣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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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1]党

的三大党纲草案提到工人卫生的特别要求，

“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

立监查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2]

然而，这些基本的卫生要求在其时难以得到满

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的基础上，

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制度、工农生活、群众疾病

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应在全国政权

夺取以后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926年 9月 19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

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对农民问

题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提出要积极注意农

民遭受的病害、天灾（瘟疫）等，“农民的问题本

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

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

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

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但后一问

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注意。要

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

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

很快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3](p.40)天然的

问题由来已久，农民已具有心理适应性，也具

有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人为的压迫则令人

极度困苦简直不能生存，是最为紧急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提出首先推翻旧制度人为的压

迫，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

消解“天然的压迫”，把农民从苦痛中解救出

来，这里毛泽东不仅敏锐地察觉农民所遭受疾

病伤害的严重性，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祛除

人民病痛的观念初步形成，而且提出了先建立

国家政权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思想。1928
年 10月 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

么能够存在？》中提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

成边界政权割据地区的生活困难，其中就有针

对伤病员的医疗服务，“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

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

院病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政权没有

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4](p.53)在这里，毛泽

东再次提出夺取全国政权方能有机会解决这

些困难，和前面解决农民天然压迫问题的思路

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解决这

些困难（包括医院病兵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的，

不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而是已有初步成功实

践的支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

进入国民党守备较弱的偏僻农村，开辟武装根

据地。弱小的革命政权刚刚诞生，毛泽东便开

始将建立医院的思想付诸行动。1927年10月
3日，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

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

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安排”，并确

定“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安家”意指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以便

于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

地设立一个部队医院就是一个紧急问题。10
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家进驻井冈山脚下

茅坪一带，在袁文才帮助下，设立留守处和后

方医院”。[5](pp.237-238)随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各

根据地纷纷筹办医院救治伤病红军战士，如

1930年 7月 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在《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中提及“闽西医

院”、1930年 7月 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

告》讲到“后方医院赣西有三处，第一东固后

方医院……第二处在永新（不在县城）……第

三处延福”。[6](pp.16-17)几乎所有的工农红军队伍

都建立了医院或卫生队，据戴正华回忆，“中国

工农红军从‘八一’起义到1934年10月长征阶

段，卫生医疗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技术

上也从低级到高级，从生疏到熟练，在坚强的

党政工作领导之下成长起来”。[6](p.264)中央苏区

时期，政权建设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不

断发展，最具标志的是中央红色医院的建立。

1933年 2月，向往革命、追求革命的长汀福音

医院院长傅连暲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将医院整

体搬迁到瑞金并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毛泽东

对傅连暲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

院，由你当院长”“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

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5](p.428)相对于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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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的红军医院，中央红色医院科室完善、设

备齐全、人员较为充足且分工明确、运转高

效，为苏区政府干部、红军战士及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了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引领苏区医

疗卫生事业高质快速发展，整体上提高了保

障人民健康的能力。在苏区还建有工农医

院，如 1933年 3月 29日的《闽浙赣全省第二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到，“红军医院与

工农医院必须尽可能培植一批医生，以医治

红军和群众的伤病”“工农药店工作，必须加

强检查和监督”。[6](p.69)这就充分表明了军用医

院和民用医院已经初步分开，工农大众也有了

自己的独立医院。

在陕甘宁边区，人民革命政权进一步巩

固，军队医院基本建成，发展群众医疗卫生事

业愈加受到重视。1941年 5月 1日《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提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

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到减轻人民疾病的

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7](p.336)

（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

的——笔者注）1944年 3月 22日，毛泽东客观

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形势，指出边区医

药卫生工作还没普及，绝大部分人民群众饱

受疾病折磨，只能拜神求祖。为此，毛泽东提

出：“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

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

人才。”[8](p.119)同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

礼上的讲话》、7月5日在《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

届参议会议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中，毛泽东再次

强调共产党应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治疗人民群

众疾病的责任，要求每个分区设置医务所或一

个药店，每个医务所配置一名医生。毛泽东在

同年的三次大会上提出并重申加强建设边区群

众医疗卫生工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相

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把发展医疗卫生工作保护

人民健康作为一项日益重要的工作积极加以推

进。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中说，“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

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9](p.1083)这个报告是抗

战胜利在即，建立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在

望的背景下而作，在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刻，

毛泽东提出“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高度

重视的背后就是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发展医疗

卫生事业的思想。

只有取得国家政权才有主动权与话语权

去规划、建设医疗卫生事业，这是成熟的马克

思主义观点，也是毛泽东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

业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夺取政权后要积

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彰显了毛泽东及早

谋划卫生工作的坚定决心，凸显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身体健

康的深切关心，这也是医疗卫生事业步步跟

进、迅速发展的思想基础。

二、医疗卫生工作是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

1951年 9月 9日，毛泽东在审阅时任卫生

部副部长贺诚递交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

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后批示：“中央认为各级

党委对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

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

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卫

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

这项工作。”[10](p.176)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

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固然

有贺诚报告中提到的省级及以下党委轻视卫

生工作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则是在革命战争年

代，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做好医疗卫生工作对

于解决人民病痛，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引导人

民支持革命、拥护政府等的重要作用，这是毛

泽东在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

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认为建设较好的红

军医院是应该做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红

军医院能够祛除病员苦痛、避免非战争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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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战斗力，能够解决红军的后顾之忧，稳定

军队情绪，利于战争、利于革命、利于保全边界

政权。毛泽东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

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

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做

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4](pp.53-54)1934年，毛

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

再度强调发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第

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我们

要胜利，一定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

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

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4](pp.136-137)这是

毛泽东在理论上分析，从解决群众生活入手，

满足群众的需要，把群众紧紧团结在苏区政府

的周围，支持拥护苏区政府的领导，这样有利

于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有助于革命取得成

功，这里特别提出要解决好疾病卫生问题。紧

接着毛泽东又从长冈乡（包括才溪乡）与长汀

市两地政府不同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产生

截然相反的结果反复比较分析，指出汀州市政

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而对群众生活

不管不问，结果是“后来群众就不高兴到位了，

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

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4](p.137)而江西长冈乡一

直注重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所以绝大部分青

壮年参加红军，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

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3](p.298)长冈

乡领导改良群众生活是多方面的，抓卫生、防

疾病是其中一项，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关于

卫生运动调查的结尾处总结道：“如长冈乡一

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致

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3](p.310)这里

讲的就是长冈乡改良群众生活这一问题。正

是基于理论分析和事实证明解决群众生活问

题对战争、革命与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毛泽

东坚决、郑重、斩钉截铁地在大会上提出：“我

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许多

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

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

程上。”[4](p.138)会上严肃批评了长汀市不顾及群

众生活的官僚主义领导者。显然，毛泽东就是

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政治任务而在这次会议

上提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发展医疗卫生

工作也极为重视。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指

出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相信迷信、求神问疾主

要是因为医药卫生知识不普及，他特别强调，

“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

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

里，和生产计划同时进行”。[8](p.119)生产计划是抗

战时期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及瓦解国

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共产党号召人民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以渡过经济难关的自救性生产

活动，是解决边区军民生存、生活的重大工作，

把医药卫生工作和生产计划同时推进，其实质

就是把医药卫生工作等同于政治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文化重建工作

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瞬息万变，但毛泽东把革命时期发展医疗卫生

工作解决人民病害痛苦而取得人民支持的成

功经验，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重要思想

内容，强调要重视卫生工作的“初心”。1953年
12月上旬，毛泽东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谈

话时精准指出卫生部工作缺乏政治引领、没有

提升政治高度，“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

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

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

是政治少了”。 [11](p.205)对一些突发性的疫病流

行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事件，毛泽东极为关

注，多次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如 1958
年11月14日晨，阅《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

行》电讯稿后，毛泽东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

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

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

三级的负责同志的重视，方针是：工作生活同

时并重。”[12](p.513)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经

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是毫不懈怠，高度重视

的。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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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预防疾病、减少

疾病乃至消灭疾病而发动的群众性卫生运动。

在中央苏区、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多次组织、

号召、参加这样的群众卫生运动，如在 1937年
3月21日，毛泽东同延安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

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活动，并号召大家积

极参与卫生运动，“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

增强国防力量”。[5](p.722)群众卫生运动对当时缺

医少药的根据地及边区人民预防疾病、促进健

康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

导人民坚持开展群众卫生运动。1952年美国

对朝鲜与我国发动细菌战，在保家卫国的革命

浪潮中，群众卫生运动演变为爱国卫生运动，

对于这一伟大创举，毛泽东常抓不懈。1960年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

作做出批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

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

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

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做出显著的成

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13](pp.344-345)毛泽

东甚至认为医疗卫生工作是影响国家政权存

亡的重要因素，强调要保持清醒、高度关注卫

生工作。1958年 11月 13日下午，毛泽东对中

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说：“要清醒，只顾前不顾

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山上五

百万人，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

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12](p.512)

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政治任

务，要求全党高度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展

现了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高明的政治智慧，

既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分析，也

有令人信服的实践依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对促进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防治疾病及保持国家安定、社会稳定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

中国共产党是在组织工农运动中形成“发

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的思想意识

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偏

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卫生事业，

为广大军人及工农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但新

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

局面一度没有得到显著改变。为此，毛泽东于

1965年6月26日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力量防治鼠疫、

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取得了较好成绩，地

方病的防治也有所成效，但农村仍有群众死于

可预防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家曾组织城市及县、乡卫生机构医

务人员在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提供基本

的医疗救护，为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提供一定的

保护，但是“新中国早期的巡回医疗尚有辐射

广度、深度有限的缺憾”。[15]时间上具有不确定

性，空间上没有广泛的覆盖性，并非所有农民都

能及时享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1965年6月26
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百分之八十

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

医，二无药……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

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

为人民服务……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

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

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到农村”。[14](pp.505-506)这就是

“六二六”指示的主要内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

重点放到农村，这是工作方向，把优秀的医生

放到农村去，这是具体的人力资源调配，注意

多发病、常见病的治预防，这是明确的卫生工

作对象，可以说“六二六指示”就是一个发展农

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工作框架。卫生部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制定了具体行动措施，同

年 8月 15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钱信忠部长谈

话，“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

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

生”。[14](p.521)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卫生部实施的

符合农村基本情况的医疗卫生工作方案非常

认可，巡回医疗队对半农半医医务人员培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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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巡回医疗队伍制定了

符合农村医疗道路的教学安排，针对农业季节

性的特征建立半农半读的医学班，开办专题讲

座，农忙时节学生回社队生产，农闲则来校学

习，既保证生产也促进医学知识的累积”。 [15]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农村卫生事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城市医务人员到农

村去训练农村医生为治疗农村多发病、常见病

培养了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这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就是后来的“赤脚

医生”。1968年 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调查报

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

革命》，该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就是一名城市来

的医生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

训练“赤脚医生”，编写简易卫生教材，着重培

养他们诊断、治疗、预防农村多发病和常见病

的实践能力。毛泽东审后将标题改为《从“赤

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刊登

于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 1968
年第 3期。“赤脚医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快速

成长发展，农村医疗卫生队伍迅速扩大，为广

大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护与卫生保健。

赤脚医生队伍的成长解决了农村缺医少

药的现状，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经济薄

弱、农民生活困难，农民看不起病的现象普遍

存在，农民缺乏有效医疗保护的困境没有得到

显著改变。在这样的困境中，农村合作医疗应

时而生。农村合作医疗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干

部群众在农业互助合作化的背景下，农户家庭

与村集体共同筹集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医疗

费用，农民就诊、治疗就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这样能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

农村合作医疗在1958年前后有所发展，当时国

家卫生部给予积极表彰与支持，1962年以后由

于多种原因，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陷入低潮，

但仍有一些地方努力坚持发展。1968年11月
30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

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

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

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

纪要》而写“编者按”，指出合作医疗“是医疗战

线上的一场大革命”，称赞“合作医疗好”，[16](p.604)

要大力支持、促进农村合作医疗发展。1968年
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

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将兴办农村合作医

疗工作推向高潮，为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提供了

经济支持与制度保障。截至 1976年底，“全国

农村约有 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

医疗制度，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85%以上的农

村人口”。[17]

推动创建一套符合农村基本情况的医疗

卫生制度，锻造一支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医

疗卫生队伍，基本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

网，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就医需求。这不仅在中

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大创举。

中国农村卫生服务模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

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民看病吃药问

题的成功范例”。[18](p.5)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忽视城市卫生

工作，毛泽东同样十分关注城市医疗问题。

1953年，毛泽东对贺诚提出：“如果城市医疗问

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

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

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

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

以同时使用。”[11](p.206)

四、加强团结中医

中医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保障革命战士与

工农大众的身体健康作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

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果断发出“对中医

的团结要加强”这一振聋发聩的号召。革命战

争年代，在陕甘宁边区，李鼎铭用中药治疗毛

泽东关节疼痛，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提出要

大力发展中医中药。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要

求各地区、各部队杜绝、抵制轻视中医，如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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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野战卫生部明确提出：“中

西医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必须反对轻视中

医、鄙视中药的思想。”[19](p.124)1944年 5月 24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中医和西医要

平等对待、相互合作，“不管是中医还是西

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

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

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

作”。[8](p.154)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

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代表时，仍然对中

医寄予厚望并表达他对中医的支持，“必须很

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

挥中医的力量，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

的卫生工作任务”。 [20](p.1)1953年 12月上旬，毛

泽东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说：“对中医的团

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西医

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

派主义”。 [11](p.205)这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

“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显然是对卫生部没有

做好团结中医工作的批评。“为了做好一项工

作，毛泽东主席很少发出如此多的指示，也很

少有过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撤掉卫生部门主

要领导者职务，这也突出说明在卫生部门围绕

中医工作有着多么大的思想阻力。”[21](pp.403-404)

然而，团结中医总得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否则单靠毛泽东的指示也难以从外部推进对

中医的长久团结。因此，需要从中医自身出发

发掘其内在的功能与价值。

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医具有切实

的疗效而且是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主要医疗力

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医是

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1930年7月沔阳县第一

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沔阳县苏维

埃政府一号通告》第二十一条规定：“提倡民

群卫生运动，推广卫生行政，欢迎白区医务人

员到红区来发展卫生工作，解决医药困难，奖

励中医，禁止巫医，以增进红军及民众之健

康。”[6](p.387)1935年，“当时红十七师卫生部长彭

方复同志和十八师五十三团的卫生队长刘朋

来同志，曾来大庸要该院协助赶制十几种中

药丸散。根据南方的多发病，如疟疾、痢疾、

霍乱、中暑、腹泻、疥疮、感冒等制成的各种丸

剂和散剂，服用效果很好”。 [6](p.390)在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期间，无论在苏区或陕甘宁边区，中

医都是革命军队和工农大众的主体医疗力量，

因为西医数量极少，而中医数量庞大、分布较广

且确有良效。实际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

间，我国医疗队伍也大体如此，如 1953年 12月
上旬，毛泽东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分析“我

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

靠中医”。 [11](p.205)在 1954年 4月 21日毛泽东审

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

（草案），在“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

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的

“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

居民”。[11](p.236)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团结中医

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医是医疗卫生服务的主

体，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中医是宝贵的历

史遗产。1953年 12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副部

长贺诚等谈卫生工作时说：“中医是在农业与

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

产。”[11](p.205)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同北京医院

院长周泽昭等谈话再次提及中医是文化遗产，

他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

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

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11](p.245)对这份历经几千

年历史沉淀的宝贵遗产自然要尊重、继承、发

扬，而不应排斥甚至废除。毛泽东强调，中医

是文化遗产，把身边日以为常、看似平凡的中

医提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其目的就是唤醒

人们的记忆，回顾中医在历史上的辉煌与灿

烂，正确看待中医、认识中医，希望人们能够

跳出医学争论的怪圈，从文化遗产的高度重

视中医、发展中医，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进程中

正确认识中医为人类生存繁衍作出的杰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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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毛泽东还提出创新性发展发展中医的具

体思路与举措，以发掘、释放中医的内在生命

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中医创新性发展问

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结

论。他关于中医创新性发展的思想与实践使

中医的发展既有了坚实基础，又有了明确方

向”。[22]正是在毛泽东的强力支持与精心扶持

下，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开办中医药学校、出版

中医药书籍等工作持续开展，中医成长、发展

环境不断优化，中医迅速发展成长为一支重要

的卫生队伍，和西医携手共同组建了世界范围

内独有的中西医医疗卫生队伍。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中医中药

极为发达，但无论周秦或汉唐都没有形成成建

制的医疗卫生体系，医药业服务范围均以王室

皇宫为中心。清末民国时期经济崩溃、社会动

荡，统治者对民众卫生少有问及，民众饱受疾

病折磨，其状最为惨烈。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

建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也创

建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模式，为人民大

众铸造了有效的健康庇护，曾经猖獗一时、残

害民众的瘟神病魔终被降服，这与毛泽东率先

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加强团

结中医的思想观点及英明决策密不可分。毋

庸置疑，毛泽东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

者与奠基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把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的医

疗卫生服务的追求作为奋斗的理想和目标，在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

拓的卫生工作基础上，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

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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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political connotation, with the aiming of“eradicating disease, invigorating people, changing customs and transforming the country”. The
campaign wa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for the mega-city of Shanghai in the face of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at the time.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the CPC launched a massive social mobilisation. Through orderly organisation, top-down
publicity, exemplary models, and flexible strategies, the campaign was effective in not only transform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nabling people
to develop good hygiene habits, but also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epidemics and improving people’s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it helped the CPC
establish its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gain political acknowledge. The main practic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PC’s social mobilisation in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oday, especially for better social mobilisation in response to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Cui Dan)
Mao Ze-dong’’s Pioneering and Establishing China’’s Health Care Industry：：Mao Ze-dong is the founder of the PRC, and he is also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China’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dustr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Mao Ze-dong took the lead in proposing that we should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fter seizing pow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calling on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to regard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as a major political task; he guide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o focus on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rural areas and build a health service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rural conditions; he
also instructe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o strengthen the unity of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form a unique medical and health
t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world, which rapidly expanded China’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force.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Mao Ze-dong’s pioneering and groundbreaking work in health care will not only help people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is great mind and his great
achievements, but help u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PC’s fundamental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ang Hong-che)
Mao Ze-dong’’s Early Years in Shanghai Between 1919 and 1926：：Mao Ze-dong’s early years in Shanghai included his former residence in 1920
(No. 63Anyi Road), the sit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No. 76 Xingye Road) and the Bowen Girls’School (No. 127 Taicang Road), the
sit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CPC after it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No. 202-204 Sanzeng Lane, Linshan Road), and Mao’s former residence in
1924 (No. 120 Jiaxiu Lane, Maoming Road North). By exploring these sites, one can see a Mao Ze-dong who has been searching hard for truth and faith,
a Mao Ze-dong who featured local nostagia and scholarly aspi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rty, a Mao Ze-dong who worked selflessly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and aMao Ze-dong who was a family man with humanistic pursuit. (Zhang Da-wei)
Marxist Idea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Marxist science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politics, as the central expression of the economy, has a certain restraining effect on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s subject to politics, as education of a certain class is a product of its“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wnership”;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defined by politics, as“for whom to educate people”is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system;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is governed by politics,
as textbooks reflect the basic demands of the ruling class for education; th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is limited by politics. Equal national education
is a lie of capitalism, while socialist education constantly promotes equity in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ion, not a passive adapta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can have a countervailing effect on politics, in the form of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chang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e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people.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the proletarian party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PC’s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good education. To
this end, we should persist in polishing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t education, creating a socialist teaching force 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an Wen and Sun Lai-bin)
Capital Will Infiltrat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Represent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 will in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fers to the screening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by capital through algorithmic control, platform penetration, public opinion
intervention and offshore manipulation, namely a false superstructure landscap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capital will and essentially a negative effect
caused by capital’s disorderly expansion.“Algorithmic control”is a technical tool for capital will to infiltrate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traditional
media + Internet social media platforms”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its infiltration;“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tervention”is a conventional means for the
purpose. 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 will in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such risks as“impacting and dissipating mainstream ideology”,“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and“multiplying comprehensive risks”, etc.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se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make precise efforts in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CPC,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capital acces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legislation advancement. (FangX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 Critical

Review：：Against the worldwide background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has demonstrated new
trend. Mainly,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capitalist ones has shown“the rise in the east and the fall in the west”.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shown extensive development, while China boasts its leading advancement in the movement. Assessing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from a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can see that the socialism worldwide in the 21st century is moving towards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trend of world socialism, and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centur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ecise comprehension of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l and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society,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union between socialist
forces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gr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m in the midst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aiNa)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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