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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毛泽东诗词大观》的第五版。
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七个新看点：即新增加了毛泽东的三首《读报》诗和《读（封建论>
呈郭老》一诗及相应的四篇赏析文，同时还新增了三篇“比较研究”文章：《诗思敏捷  诗言大志—
—毛泽东与周恩来》、《理想永在  豪气长存——毛泽东与朱德》、《言近意永语浅情深——毛泽东
与叶剑英》。
这七个新看点都是极为重要的，它们丰富了《大观》的内容，增强了其“全编”性、“大观”性、“
全璧”性、“收藏”性。
“比较研究”部分理应是“毛泽东诗词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毛与周、朱、叶的年岁相差均未超过
一旬，与他们属同一时代的开国伟人和业余诗人，为同一崇高事业歌唱是他们“诗交”的共同显著特
征；他们留下的诗作，犹如永不枯竭的“甜井”，可供中华民族世代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又犹如非
同凡响的“交响乐”，将始终以共有的昂扬旋律，鼓舞中华民族后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行。
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旅程可以包括幼年、童年、青年、壮年、老年诸阶段。
毛泽东的完整人生所经历的是公元1893年至公元1976年的历史时期。
他于1913年在湖南长沙就学的青年阶段，开始逐步走上为解除劳苦民众的痛苦和洗刷中华民族的屈辱
而奋斗的道路，而至1949年的壮年阶段，他即成为缔造以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为实际目标的新中国
的开国领袖。
这是偶然的吗？
这都是历史的必然，都主要是由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本创有比较富裕的家业，但毛泽东没有遵照父亲“勤劳本业”的家训去发展它；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任过重要职务，但他没有在教育战线上把教师职业做下去；毛泽东在北京大学
图书馆担任过管理中外期刊报纸的助理员工作，但他不久还是离开了那里，离开了因有“数不尽的树
木”而令他“惊叹和赞美”的京城；毛泽东青年时代也曾想过要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些贡献，但他终
未将自然科学作为奋斗目标。
单凭以上所想所做的几项事业，都是足以度过人生的，都是可以创造人生价值和作出人生贡献的，然
而毛泽东都舍弃了。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中华民族备遭屈辱的内忧外患深重的历史时代。
毛泽东是民族英雄、民族伟人、世界伟人，而每位民族英雄、民族伟人、世界伟人，都与各自所处的
民族特定历史时代、世界特定历史时代密不可分，抑或说，嘟主要是由各自所处的民族特定历史时代
、世界特定历史时代与各自的独特资质合力造就的。
备遭屈辱、内忧外患深重的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代呼唤、选择和选定了毛泽东，毛泽东以独特、杰出
的资质适应了他所处的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代的呼唤、选择和选定；他以卓越的才干和高超的战略策
略，奋不顾身、不屈不挠地肩负与完成了备遭屈辱的、内忧外患深重的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代赋予他
的迫切而崇高的历史使命，他所尽的民族大义和所作的民族贡献光耀千秋，他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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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毛泽东诗词大观》的第五版。
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七个新看点：即新增加了毛泽东的三首《读报》诗和《读呈郭老》一
诗及相应的四篇赏析文，同时还新增了三篇“比较研究”文章：《诗思敏捷  诗言大志——毛泽东与
周恩来》、《理想永在  豪气长存——毛泽东与朱德》、《言近意永语浅情深——毛泽东与叶剑英》
。
这七个新看点都是极为重要的，它们丰富了《大观》的内容，增强了其“全编”性、“大观”性、“
全璧”性、“收藏”性。
“比较研究”部分理应是“毛泽东诗词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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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  七律 读报（1959年12月）  七律 改鲁迅诗（1959年12月）  七律 读报（1960年6月13日）  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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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    致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    致胡乔木（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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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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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诗词大观(第5版)》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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