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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
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
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
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
选集中的各篇著人，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
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
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
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
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
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
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
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
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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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组织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
糟得很”和“好得很”  　所谓“过分”的问题　  革命先锋  　十四件大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国内的政治状况  　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三、湘赣
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五、经济问题  　六、军
事根据地问题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害据
地区的现势  　  军事问题　    土地问题  　  政权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  　  革命性质问题　    割据地区
问题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关于极端民主化　　
关于非组织观点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关于主观主义  　关于个人主义  　关于流寇思想　  关于盲动
主义残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0年一月五日）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0年五月）  　一、没
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反对本本主义　  四、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
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五、社会经济
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
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七、调查的技术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怎样分析农
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前政治
形势的特点　民族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　国际援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第二
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第四章 “围剿”和
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第五章 战略防御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第二书 反“围剿”的准备　　　第三节 战略退却　　　第四节 战略反攻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第七节 运动战　　　第八节 速决战　　　第九节 歼灭战　关于蒋
介五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
日）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我们的领导责任　为争取
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和平问题　　民主问题　　革
命前途问题　　干部问题　　党内民主问题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一 两种宇宙
观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三 矛盾的特殊性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五 矛盾诸方面
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七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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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
的敌人。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
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
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
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
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
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
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
，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
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
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
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
合于其旗帜之下。
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
的余地。
所以。
　　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
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
都属于这一类。
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
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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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
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
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
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
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
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
的世界。
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
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
　　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
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
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
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
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
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
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
”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
不寒而栗”。
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
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
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
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
员，（五）小贩等五种。
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
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
　　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
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
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
但是优于贫农。
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
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
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
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
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
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
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
存聊以卒岁之想。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
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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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
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
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
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
倾谈，便见叫苦不迭。
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
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
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
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
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
的领导力量。
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
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
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
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
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
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
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
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
。
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
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
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
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
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
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
，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
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
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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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
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
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
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
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
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为公开活动时期。
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
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
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
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
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
，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劣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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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谁要你的臭钱！
”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
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
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
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
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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