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1>>

13位ISBN编号：9787506825993

10位ISBN编号：7506825996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中国书籍

作者：《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1》编委会 编

页数：2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

内容概要

　　于2009年4月21日正式启动的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是为响应党中央号召、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而举办的一项学习活动。
该活动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办，中央电视台“子午
书简”栏目组、人民日报社、新闻出版报社等单位协办，旨在通过定期推荐书目、举办读书讲坛、邀
请名家导读、开展读书交流等形式，服务并引导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认真读书学习、开阔文化视野
、全面增强素质、进而有效服务科学发展、增强改革创新能力，并大力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
入开展。
许多省市机关工委多次前来取经学习。

　　读书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每月一次的主题讲坛。
两年多来，来自国内各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他们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
学、艺术等不同侧面，讲述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重要的学术理论，传达真切的心灵感悟，以饱
满的热情、恰当的节奏、凝练的语言为我们解疑释惑、指点迷津，带给现场听众超值的精神享受，也
唤起广大爱书人热切的期盼。
讲坛主题大都出自演讲者自己的著述，既有对历史长河中精彩片段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切
实关注；既包括深沉浑厚、充满思辨的哲学、宗教沉思，也涉猎灵动而飘逸的艺术欣赏。
由于现场空间有限，一票难求。
为了从根本上满足干部的阅读需要，也为了让更多的爱书人能够分享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的精彩内容，
我们现将全部书稿集结成书，以期给大家的读书学习提供有效的帮助，给社会增添一丝淡淡的书香，
让读者拥有丰富而实在的收获，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全民阅读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取得更加显著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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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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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王树增　（武警总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革命战争与革命英雄主义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
百年科技的历史回顾与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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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毛泽东作为&ldquo;读书人&rdquo;的形象　　提出毛泽东作为&ldquo;读书人&rdquo;的形象，
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
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
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
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ldquo;别无
选择&rdquo;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
、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
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
人们很难相信，但这却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
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
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
下他的批注和圈画。
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
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
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
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
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
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
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
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ldquo;金沙江导江&rdquo;，而不是传统说
的&ldquo;岷山导江&rdquo;。
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ldquo;胭脂米&rdquo;的一段考证文字。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
难查到出处。
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ldquo;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rdquo;这句
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
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ldquo;纤笔一支谁与
似，三千毛瑟精兵&rdquo;。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
还有一个例子，197１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
：&ldquo;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rdquo;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
这些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
。
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
其中就有《何典》。
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ldquo;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
&rdquo;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
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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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第二，活到老、读到老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ldquo;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
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
&rdquo;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
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
，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
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
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
看。
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
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第三，真读真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
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
什么叫真读真学？
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
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还留有他的批注。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
《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
《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
在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
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
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
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
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
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
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
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
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
各自谈看法。
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
多好的思想。
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
出来的，这是我们80年代提出&ldquo;社会主义初级阶段&rdquo;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
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注和谈话》。
　　二、毛泽东读书历程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
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
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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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ldquo;修学储能&rdquo;，然后说要寻求&ldquo;大本大
源&rdquo;，最后是要找&ldquo;主义&rdquo;。
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
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时候打下的。
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
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
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
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
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
斯密等人的著作。
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
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
述。
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
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
书人。
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
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ldquo;饥渴&rdquo;，其读
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
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
。
这与青年时代&ldquo;读书&rdquo;，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ldquo;卖书&rdquo;，大革命时期&ldquo;编
书&rdquo;，形成强烈反差。
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ldquo;我知识饥
荒到十分&rdquo;，&ldquo;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rdquo;。
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
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
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ldquo;左
派&rdquo;幼稚病》。
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ldquo;左&rdquo;与&ldquo;右&rdquo;同样有危害性。
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致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
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
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
为什么写日记？
日记的开头说：&ldquo;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rdquo;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
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
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
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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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
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
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
所谓&ldquo;两个根本方法&rdquo;，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
所谓&ldquo;一个根本主张&rdquo;，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
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造。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
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ldquo;本本&rdquo;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
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
》，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
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ldquo;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
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rdquo;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ldquo;有独特见解、
有才干&rdquo;，但&ldquo;在思想上&lsquo;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rsquo;&rdquo;
，&ldquo;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hellip;&hellip;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rdquo;。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
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
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
圈画了。
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
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
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
。
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
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
，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
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 &ldquo;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rdquo;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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