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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记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文章荟萃。
朴素的叙述，依依的深情，浮现出一代伟人孜孜不倦的读书侧影，也昭示人们：毛泽东所取得的一切
成就，是和他投身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和她一生刻苦的读书生活分不开的。
读书，使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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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毛泽东读马列著作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与逻辑学读苏联《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读鲁迅著作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红学”一家言毛
泽东读报章杂志忆毛泽东学英语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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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逄先知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
的学问家。
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从一九五。
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
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
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
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
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
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
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
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
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
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
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
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
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
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
来。
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
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
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
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
血的。
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
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
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
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
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
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
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
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
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
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
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
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
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
都读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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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
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
《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
录。
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
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
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
他说：“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
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是不行的。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
、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
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
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
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
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
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
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
”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
工作的。
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
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
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
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
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
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
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
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二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
的对联。
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
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
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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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
”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
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
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
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
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
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
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
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
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
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
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
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
晋朝的张华在他的～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
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
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
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
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
通俗读物。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
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
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
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
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Ⅱ巴！
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
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
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非说他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
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得很
少；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
面的书读得更少。
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
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
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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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
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
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
《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
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
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
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
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
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试行本。
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
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
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
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
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订出版。
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
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
当人们看到这-道道的笔迹，会深深地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
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
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
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
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
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
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
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
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
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
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
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正
式出版。
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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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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