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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2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归国，途经松江省（1954 年并入黑龙江省）时，中共松江省委安排他

住进了哈尔滨颐园街 1 号的一栋高档别墅里。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

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于是，他问松江省委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负责同志回答

说：“住楼房”。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城了，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可别上得楼来、下不得

楼去，脱离人民群众啊。”随后，当省委负责同志请毛泽东为松江省委题词时，毛泽东挥毫写下了“不要

沾染官僚主义作风”10个大字。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可谓深恶痛绝，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曾多次在谈话和

文章中对其进行抨击与批判。

为官僚主义者画像

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念了一首《咏泥神》的旧体诗，为官僚主义者做了一番惟

妙惟肖的画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外，官僚主义者就像是一座泥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

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意思是

说，官僚主义者都是一些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闭目塞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这样一种人对人民

群众与革命事业自然是“十分无用”的。

这种“素描”，形象而具体，既为全党警惕和批判官僚主义竖起了靶子，也让那些犯有类似“政治病

症”的人对号入座，自查自纠。

要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对官僚主义的实质与危害，毛泽东看的非常透彻。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

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

因官僚主义脱离了群众，那么就会造成严重危害。

首先，会严重损害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同国民党等其他党派相比的一大政治优势，正是

靠着这一优势，我们才会赢得民心，取得胜利。因此，任何脱离群众的现象都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32

年，针对苏维埃政府出现的一些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就严肃指出：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

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1943 年，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

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

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他要求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

灰尘”的人，赶紧“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其次，会严重削弱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官僚主义者往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

且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长此以往，必将损害党和政府形象。1953年，针对邮电部一些官僚主义者强迫

群众给党中央打致敬电报和写致敬信的作法，毛泽东就曾严厉批评道：“这就在人民面前把共产党表现得

不像样子，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

再次，会影响党的任务的完成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分析指出“：不

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

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由于官僚主义者“工作上讨价还价，政治上麻木不仁”，且

有“五多”现象，纵使中央有什么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会影响到其贯彻执行。

最后，会使党的干部蜕化变质。官僚主义者常常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不仅“摆官架子，好逸恶劳”，

而且还“图享受，好伸手”，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宗旨意识淡漠，理想信念丧失，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

活蜕化。

正因为官僚主义会给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种种危害，所以，毛泽东强调“：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

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

它。”

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

1953 年 1 月，毛泽东在一份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批示中指出：“官僚主

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之后，在 2 月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在反

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克服了，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一定会克服。”那么，究竟该如何反对官僚主

义呢？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与探索。

其一，要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脱离群众，相应的，克服官僚主义的

最好办法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建国执政之后，毛泽东一直倡导党员干部要

走好群众路线，“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而到群众中



去学习”，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其二，要勇于揭发，敢于斗争。毛泽东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

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1956年 9月，他

要求全党“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

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

其三，要加强检查监督、建立制度保障。1953 年 2 月，毛泽东在与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领

导要抓三条，一是抓调查，二是抓指导，三是抓检查。“不调查要犯主观主义，不指导不检查要犯官僚主

义。”为此，各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经常“派有威信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并纠正

官僚主义行为。他还认识到要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成效，提出“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

重犯，或犯了也易克服”。

在“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的情况下，重温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

判与思考，无疑为我们今天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提供了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