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与读书学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毛泽东与读书学习>>

13位ISBN编号：9787507315639

10位ISBN编号：7507315630

出版时间：2004-9-1

出版时间：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唐斫

页数：277

字数：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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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读书学习>>

内容概要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没有哪一个人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被称为“伟人”了。
“伟人”的魅力是永恒的，他那深邃精微的思想哲理，那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以及那高山仰止的情
操风范，那闳中肆外的文笔诗情⋯⋯，不仅已凝结在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富强而奋斗的历史功绩当
中，同时也成为了一笔历久弥新的不断焕发着现实生命力的精神财富，吸引着人们去发掘，去回味。
    因此我们才可以说，毛泽东固然是一位伟人，但他的伟大智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他对
一切人类先进文化孜孜不倦的学习与思考，来自于他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调查和研究；同
时，他的伟人风范也不是“超验”的，而是体现在他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当中，体现在他艰苦朴素
的生活与奋斗不已的工作当中。
正是这些切实而平凡的践履过程，铸就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风范。
    这套“伟大风范”丛书选取了几个独特的视角，从毛泽东的读书学习、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和艰苦
奋斗等方面着笔，通过纪实的叙述，告诉读者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希望能从平凡细微
处凸现出毛泽东人格与风范的伟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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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真理的探求——读马列著作  最早接触的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  读《反杜林论》和《资本论》  
读《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工
具的研究”——读哲学书籍  《辩证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李达《社会学
大纲》  《哲学与生活》与《哲学选辑》“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读逻辑著作  “很负盛名”
的《穆勒名学》与“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  “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逻辑学论文集
》与《逻辑丛刊》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读伦理学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
的头脑——读经济学著作不应当割断历史——读历史典籍  读史入门：《纲鉴易知录》和《御批通鉴
辑览》  一生读了十七遍的《资治通鉴》  二十四年通读一遍的《二十四史》  多方搜求阅读的地方志和
地图册胸中自有百万兵——读古代兵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读古代散文、笔记  亲手补校成“善
本”的《韩昌黎诗文全集》  在“文化大革命”中关照出版的《柳文指要》  生前最后一次点名要看的
《容斋随笔》多向自然科学学习——读自然科学书籍  从“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到“觉得普
通知识要紧”  “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  “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我很
想看看你写的东西”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读鲁迅著作  先后数版《鲁迅全集》，都被毛泽东视
为至爱  ⋯⋯每天都不能少——读报纸杂志开始有了政治意识——读“新学”著作最爱看的几本古典
故事书——读古典小说诗人兴会——读中国古典诗词积极的消遣——读字贴、楹联尽可能多学一点—
—学习外语读书学习轶闻趣事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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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真理的探求    ——读马列著作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
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他总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
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研读马列著作，并且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最
终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起，马列著作就成为毛泽东读书生涯中的
主要内容。
1926年，他读了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部分内容，1932．年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
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36年到延安以后，他集中精力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
建国以后，为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需要，他又一次阅读《资本论》，多次阅读《
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等。
1960年初，他又潜心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留下了很多谈话记录。
最早接触的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马列著作，也是他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门教材。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
性文献，它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列宁曾评价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
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
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使他们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就是这群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他自己曾说，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
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    毛泽东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一书，是1920年初的事。
1919年冬，毛泽东再次北上来到北京，开始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
此时的毛泽东，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
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倾向还十分明显。
    1920年1月的一天，他的老师兼挚友黎锦熙来看他，意外地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载有马克思和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l号，倍觉新奇。
毛泽东热情地向他推荐这篇宣言，并希望黎锦熙能“精读”这篇《宣言》。
《国民》杂志上刊登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这是五四运动后国内第一次印行的《宣
言》的一个整章。
不过这时，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引起了青年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但如《宣言》第一章中提出的必须通
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仍然不能被他所接受。
    1920年5月初，毛泽东抵达上海。
在那里，他遇到了陈独秀。
当时的陈独秀，也刚刚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向毛泽东坦陈了自己对以《共产党宣言》为代
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交谈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
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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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毛泽东读过的唯一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唯一深入研读过的马
克思主义原著也是《共产党宣言》，因此，陈独秀与毛泽东1920年夏天在上海“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
义书籍”，就是这本《共产党宣言》。
《宣言》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正是他俩讨论的热门话题。
    当时，在上海的陈望道正应《星期评论》周刊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为陈望道翻译《宣言》提供了英文蓝本，他本人也是该译本的第一校对者。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出版。
这是《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
《宣言》一经出版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
毛泽东虽然于《宣言》正式出版前离开了上海，但他已通过陈独秀了解并初步接受了《宣言》的基本
观点。
P1-3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与读书学习>>

编辑推荐

毛泽东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一生手不释卷地读古今中外的书，他的智慧来自哪里？
来自古今中外的先哲。
毛泽东把书读活了，读出了千军万马。
读出了一个蓬蓬勃的新中国。
　　由唐斫编著的《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从毛泽东的读书学习、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等方
面着笔，通过纪实的叙述，告诉读者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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