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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中叶之后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
近代中国主权是逐步丧失的，但最终还是保留了部分主权，未完全沦为殖民地。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无比灿烂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从没有屈服于恶势力的压迫，他们进行了一
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斗争。
但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力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起自下层的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
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抱恨终身。
伟大的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帝制。
但是，革命果实却落到为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处在极端贫穷落
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中。
旧中国灾难深重，漫天黑暗。
是毛泽东，一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的历史巨人，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不屈抗争，浴血奋战，终于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在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富强的过程中，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强大，然而，毛泽东的斗争艺术却
是那样杰出超群。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外强敌，首先在于他和他的战友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马克思列宁
主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建党建军，从农村到城市，在艰难中与强敌抗争，在曲
折中拨开迷雾，用大智大勇攻心攻城，表现了所向披靡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和斗争艺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外强敌，是因为他拥有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是因为
他像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因为他善于思考，总能看到真理的光芒，成为党
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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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所以能够克敌制胜，首先在于他所从事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富强的事业，是实现共
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是正义的事业。
尽管会有挫折与失败。
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攻不破的!”    毛泽东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并将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这是他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所以能够克敌制胜。
更主要地是在于他始终坚信“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一生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这是他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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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艰难的求索旧中国灾难深重，漫天黑暗。
毛泽东找到解决中国问题克敌制胜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毛泽东对旧社会的反抗，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求索过程。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年代。
在国际上，欧美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步伐；在国内
，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连年混战。
因为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北洋军阀要控制湖南，以湖南作为南进两广及云贵的基地；而南方军阀
也要控制湖南，想以湖南作为北进中原的跳板。
这样，在辛亥革命以后的10多年中，南北各派军阀南来北去、北来南去，反复“拉锯”于湖南，打败
仗者烧杀抢劫，打胜仗者同样烧杀抢劫，战祸兵灾连绵不断，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连年的征战带给人民深重的苦难。
就在从小对旧社会的反叛中，毛泽东从一个偏远乡村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开始了
他反抗旧时代旧社会的艰难求索。
1909年，湖南水旱灾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但是豪绅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谷
米，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每斤由26文涨到80文。
1910年4月问，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好不容易攒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
店主因买主钱中杂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卖米。
傍晚，黄妻向邻居借换了几文通行币，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
她悲愤至极，跳江自尽。
黄闻讯，悲痛万分，拉着饥饿不堪的孩子，一并投塘而死。
这件事，在长沙引起很大震动。
饥民们推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平价粜米，施行赈济，遭到横蛮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一举
焚烧官府衙门。
这就是著名的长沙饥民暴动。
这时，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
当他得知长沙饥民暴动和饥民惨遭屠杀的消息后，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
他总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为他们遭到残酷镇压而愤愤不平。
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①，影响了他的一生。
少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劳动一读书一劳动～读书的过程。
通过劳动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他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抱不平的思想感
情愈来愈强烈；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当时带有浓厚爱国色彩的书，又受到爱国志士和维新派人士的
巨大教益和启迪，毛泽东开始了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
1911年5月，清政府为了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从民族资产阶级手里收回，出让给帝国主义，颁布
了所谓“铁路国有”的卖国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湖南学生界尤为激愤，倡言罢课，开会演说。
“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
”毛泽东即是其中的一员。
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掉头上的辫子。
在辛亥革命潮流的激荡下，毛泽东彻底成为一个建立民国新政府的民主主义者。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
湖南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政治形势很紧张，巡抚杨文鼎宣布在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然
在城内外秘密而频繁地活动着。
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来到毛泽东就读的学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
。
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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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讲后，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去参加革命军，为完成革命尽力。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
他的军饷是每月7元，除每月伙食用去两元，买书花一些钱外，剩下的都用来订报纸学习。
1912年春，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
南北实现“统一”。
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当了半年兵，便退出了军队。
1912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后继续求学，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半年改名湖南全省第一
高等中学校）。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高等中学后，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过着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
活。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编入该校预科一班。
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
在一师，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
学师范的五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它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相当的提高，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
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毛泽东逐渐成熟起来。
这时，他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奋斗。
“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
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及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
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
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的年代。
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复辟反复辟斗争异常激
烈，南北军阀不断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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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毛泽东:毛泽东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外强敌，是因为他拥有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
是因为他像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因为他善于思考，总能看到真理的光芒。
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是丰富多彩的，更是杰出超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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