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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了纪念建党和毛泽东同志，我们重新选编了这本《早年毛泽东》，
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和毛泽东个人革命历程的史料，献给读者。
    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和资料，可谓浩如烟海。
但是新中国成立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和著作，解放后很少流传和再版。
虽然这些传记和著作受时代的局限，只能部分地反映毛泽东同志的情况，但这些资料以其原始性和真
实性，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它们叙述的虽然都是局部，但却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当年都是以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文笔写成的，让人读起来感觉非常生动、可信。
由于时间的流逝，这些著作都已成为稀有版本，不但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收藏价值。
本书选择了七部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的著作，进行整理和注释，下面分别加以简介。
更翔实的绍述请参阅在书后由编注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代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著作出版的年代较早，专有名词、行文表述都有与现在一般规范不符之处，但并
不影响读者理解。
我们为尽量保存文献原貌，未做改动，只有个别显误的文字在整理中直接予以订正。
    《毛泽东自传》    这是美国作家、记者斯诺记录的毛泽东口述传记。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28年来到中国。
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于当年7月来到当时中
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的陕北保安县城。
成为进入红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毛泽东对他非常重视，同他谈了几天关于抗战形势的问题。
随后，斯诺在陕北进行了三个多月广泛的采访，接触了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
10月回保安后，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自己的经历和长征的主要情况。
斯诺先在《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了采访毛泽东的记录，随后发表了专著《红星照耀
中国》(《西行漫记》)。
    因为斯诺采访毛泽东的记录发表早于《西行漫记》，所以国内读者从英文杂志直接转译，名为《毛
泽东自传》。
译本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尚存的版本有十几个。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1937年9月延安文明书局出版的张宗汉译本，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
当年发行量最多、影响较大的是1937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本。
早期版本文字风格各异，后面附录的内容也不同。
最权威的译本是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黎平译本《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现以延安版《毛泽东自传》为底本，注释参考了吴黎平和汪衡的译本，订正了一些错误，并对一些史
实作了说明。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这是作家萧三撰写的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
萧三(1896—1983)，字子唪，湖南湘乡人，萧瑜之弟。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赴苏学习，1924年回国。
曾任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0年以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名义，出席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并从事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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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回延安。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事国际交往工作和文艺活动。
    萧三在东山学校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并参加了“新民学会”和毛泽东组织的革命
活动。
对毛泽东的早年经历相当了解。
在苏联，他曾用俄文写过《毛泽东传》。
1943年秋，任弼时在延安建议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
1944年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部分内容。
1946年7月1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发表《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
1946年张家口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号发表((毛泽东同志传略》，许之桢主编的《毛泽东印象记》作
为第一篇转载。
1946—1947年华北解放区的《时代青年》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
》。
以后萧三又作了几次修订，1949年合并为《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4年再次修订为《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萧三作了最后的修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
    这本书的版本很多，内容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选定的是《时代青年》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
及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是最原始的版本。
    《毛泽东思想与作风》    作者张如心(1908—1976)，广东兴宁人。
1921年入梅县乐育中学学习，1926年至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
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曾任总政治部《红军报》主编、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4年参加长征。
到陕北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
1946年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北方文化》副主编，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
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委员。
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人，对毛泽东思想确
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与作风》是1946年初，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及张家口市的“青年讲座”上作的几场
演讲。
题目分别是“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
”等。
演讲稿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第一卷一至四期上。
山东、冀南、香港等地书店纷纷进行翻印和再版，分别命名《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
、《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为发行。
这是解放区较早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专著，因为是个人著作，所以比较通俗生动，有个人见
解。
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在党内成为指导思想的过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根据山东渤海新华书店1946年10月的版本整理出版此书。
    《毛泽东的思想》    这是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
的介绍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早年就学于奥伯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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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她年青时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7年第一次来中国，抗战时期两次来华，积极报道中国抗战情况。
1946年第五次访华时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采访。
她在延安的时候，正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斯特朗采访了刘少奇、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并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写成了这本小册子。
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后，影响很大。
同年4月，由孟展翻译、中共地下党经营的香港光华书屋出版了中译本。
这本书解放后没有再版，也没有收入斯特朗的文集。
现在我们将它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向毛泽东学习》    这是上海刚解放时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记，庄淡如编。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城市。
国统区群众在欢迎解放的同时，急需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
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配合这个需求，迅速出版了一批反映解放区情况、党的政策和领袖传记读物，
《向毛泽东学习》作为“新生丛书”的一种，由上海新生书局1949年6月出版。
    《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    这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
生活经历的回忆录。
作者萧瑜(1893—1976)，字子升，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
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
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
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
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
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华北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委员等职，后长期
旅居国外。
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本书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旅居美国时完成的，最初由他的夫人译成英文，1959年在Syraneuse大学出版
社出版，题为“Mao Tse—Tung andI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
林语堂为其作序。
香港明窗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中文译本，名为《我和毛泽东行乞记》。
    1989年昆仑出版社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名为《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这是一个选译本，也作了一些删节。
英文版后面附有美国学者诺思作的注释，主要是为了让外国读者理解书中的内容，依据《西行漫记》
作了一些考证和说明。
我们现在根据香港中文版重新整理和注释此书，诺思的注释不再保留。
英文版中有萧瑜手绘的插图，比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我们在本书中予以保留。
    《毛泽东印象记》    这是一组采访和回忆毛泽东的文章。
编者许之桢(1901-1964)，湖南汉寿人。
1921年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11月到莫斯科学习，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
回国。
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1928-1938年在苏联工作，1938年4月回国后，任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部长、中共中央出版局秘书长。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了解毛泽东的详细情况。
根据这个需求，人民出版社于1945年9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收录了爱泼斯坦等人写的9篇文章和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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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合众出版社在上海出版了《毛泽东在重庆》，收录的文章与《毛泽东印象》基本相同。
1946年10月，许之桢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传
略》和外国记者写的5篇访问记。
第二部分是“重庆之行特辑”，收录了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写的几篇通讯。
这个版本曾在解放区广泛流传，并由三联书店在1960年内部出版。
    这次整理收录的文章，是从上述的三本书中选录的。
新闻报道只保留了彭子冈那篇著名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斯特朗的《毛泽东访问记》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就不再重复了。
将其替换为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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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选编了七部有关毛泽东早期经历的稀见传记资料。
它们都是以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文笔写成的，大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撰写和出版，今天读来感觉亲切
、可信。
这些传记是：《毛泽东自传》埃德加·斯诺著，张宗汉译；《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萧三著；《毛泽东思想与作风》张如心著；《毛泽东的思想》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著，孟展译；《向毛泽东学习》庄淡如编；《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 萧瑜著；《毛泽东印象
记》 许之桢编译。

《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由斯诺等编著、刘统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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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斯诺（Snow.E.） 等 编者：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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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记
《毛泽东自传》 埃德加·斯诺著 张宗汉译
第一章 少年时代
第二章 动乱中的中年时代
第三章 共党的展开
第四章 超人的忠勇和忍耐心
附录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小传等
译后记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萧三著
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
 农家子
 六岁就开始劳动
 一位贤良的母亲
 一个诚实的孩子
 从小就好学
 从小就和被压迫者在一道
 但他是倔强的
 年十四五而志于救国
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
 一 卷入辛亥革命运动的漩涡
 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
 干革命——当兵去！

 开始赞成社会主义
 二 他是怎样刻苦自学的
 漂泊在长沙城
 要求学还是靠自修
 学习抓住中心
 学问，学问，好学要好问
 日浴、风浴、雨浴及其他
 游学
 政治头脑，善于分析、总结、概括的头脑
 三 初步的社会活动
 组织家的天才
 学生自治会
 第一次“搞军事”和反军阀运动
 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
 四 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哨
 新文化运动开展在湖南
 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但自己不出国
 在北平
 开始了大规模的革命活动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
 组织！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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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斗争！

 找到了、具备着和工人接近的言语
 可纪念的“七一”和“三十节”
 斗争是不简单、不容易的
 湖南工人运动中的几个片断
《毛泽东思想与作风》 张如心著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略历
毛泽东的人生观
毛泽东的科学方法——兼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
 一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观
 二 毛泽东的革命学说是从实践中来又被实践所证实和发展
 三 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一 从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说起
 二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三 “论持久战”中的科学预见
 四 没有预见，谈不上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毛泽东的作风
 平凡与伟大
 领袖与群众
 先生与学生
 谦逊与原则性
 大胆与小心
 狠与和
 结束语
人民领袖这样爱咱们——吴满有去见毛主席的故事
人民歌颂毛泽东
《毛泽东的思想》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 孟展译
介绍史特朗女士
 一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
 二 ”毛泽东路线”的发展
 三 毛泽东的六大著作
 四 毛泽东科学的预见
《向毛泽东学习》 庄淡如编
序
第一章 少年时期
 一 人民的领袖
 二 农家子弟
 三 撒播革命种籽
 四 划时代底转变
第二章 革命时期
 五 中国革命的性质
 六 阶级关系的性质
 七 二万五千里长征
 八 在苦难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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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红军时期
 九 红军发展史
 十 “围剿”的奇迹
第四章 抗战时期
 十一 统一阵线的过程
 十二 统一战线的特点
 十三 八路军的行进
第五章 成功时期
 十四 列宁第二
 十五 心理武器
 十六 新中国的创造者
 十七 新中国的诞生
 十八 向毛泽东学习
《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 萧瑜著
第一章 湖南——英雄与强盗之域
第二章 毛泽东度过其童年时代的田园
第三章 毛泽东为求学而奋斗
第四章 到学堂的路上
第五章 到了东山学堂
第六章 到长沙去
第七章 我们第一次谈话
第八章 第一师范”孔夫子”
第九章 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第十章 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第十一章 杨度
第十二章 妙高峰上竟夕谈
第十三章 新民学会：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
第十四章 学校放暑假了
第十五章 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第十六章 “叫化”生活
第十七章 乞丐出发了
第十八章 克服第一道难关
第十九章 第二道难关：饥饿
第二十章 何胡子的家
第二十一章 从何家农场到宁乡县城
第二十二章 沩山之行
第二十三章 沩山的寺院
第二十四章 到安化途中
第二十五章 沙滩上的一夜
第二十六章 离开沙滩之后
第二十七章 安化县城中的困厄
第二十八章 到益阳县城的路上
第二十九章 到了益阳县城
第三十章 沅江泛洪
第三十一章 返回长沙
第三十二章 留学运动的发起
第三十三章 “勤工俭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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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毛泽东留在北京
第三十五章 中共在法国的萌芽
第三十六章 森林群英会
第三十七章 长沙长叙
第三十八章 一连串的问题
第三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之诞生
第四十章 最后的联系
《毛泽东印象记》 许之桢编译
毛泽东同志略传
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泽东印象记
毛泽东会见记
访问毛泽东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延安归来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先生二三事
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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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少年时代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乡。
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青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
他当了一年多的兵。
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乡村里，由于拼命的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便设法买回
了他的土地。
这时，我家已有了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
在这些田中，每年大约可以收获六十担谷。
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
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升到“富”农的地位。
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亲，母亲，弟弟和我自己。
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
不过我们每年仍有四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
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
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放在田里做工。
我在六岁时便开始做耕种的工作了。
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
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
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
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吃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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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者看完了我们选编的毛泽东早期的传记和采访记，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作品是在怎样的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
今天读这些传记，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伟人的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
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民众树立了一个
高大的形象。
另一种是在伟人未成名之前，由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
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来比较朴实，自由，不必为尊者讳。
由于这些传记，一个人物逐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威望大大提高，后来被拥戴为领袖。
毛泽东的传记两类都有，但我们更重视他的早期传记。
    一    提到毛泽东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
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
他回顾当年前往陕北红区的情况：“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现属兰登书屋)提议同我
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750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
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
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
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
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
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1935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
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
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
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
陕北的红色地区了。
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
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
”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
，开始了几个月的采访。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
1935年9月在草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
毛泽东等被迫脱离红四方面军，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
这是被毛泽东自称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直到斯诺进入陕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争取下，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
军会合后北上，当时正在途中。
毛泽东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由于和张学良
部达成了和平协议，严峻的形势才稍有缓和。
当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
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
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
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
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
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
一本《长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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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
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
”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
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
纸和文件。
”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
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
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
感到新奇，兴奋不已。
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
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
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
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
在斯诺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
看怎么样？
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    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
”    斯诺回忆：“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
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吴亮(黎)平坐在身边，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
”    ⋯⋯    ——截选自《代后记：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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