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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传记。
这里有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为您披露尘封的真相。
这是一部记录伟人生命历程的纪实性著作。
这里没有虚构的幻象。
这里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为您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
这里有感人至深的情怀，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有思深虑远、纵横捭阖、处乱不惊的政
治智慧。
精心挑选、完美设计、权威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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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述：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
我非常认真地坚持这个计划。
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
    年届19岁的毛泽东退出新军后，决心继续求学。
但是，投考什么学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呢？
毛泽东颇费心思。
为了投考学校，他选择了6次，交了6块钱的报名费，都因不中意而放弃了。
最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后来的湖南省立一中，现在的长沙市一
中。
    入学后，毛泽东发现这所学校虽然规模大，师资和设备均属一流，但课程太多太繁，校规太严太古
板。
因此，生性倔强并偏爱文史书籍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个学校。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以他出类拔萃的文史知识而深得国文老师柳潜先生和校长符定一的器重。
柳潜先生甚至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阅读。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读完了这部116卷的丛书，感到收获很大。
他联想到在韶山冲、东山小学、湘乡驻省中学堂和兵营里的自学情况，得出一个结论：自己看书，自
己研究，或许会比上那些刻板的课程更有益。
于是，毛泽东只读了一个学期，便决定退学自修。
    退学后，毛泽东借住在长沙南阳街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到位于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
自学。
    定王台是个地名。
相传西汉时期，定王刘发为了登高遥望母亲，曾经在此筑过一座高台。
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传说中的高台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栋清末年间盖的两层楼的小洋房。
1912年，湖南军政府利用这栋小洋房办了湖南图书馆。
1938年“文夕”大火，使这座图书馆化为灰烬。
1985年，为了保存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自学遗址，在这里重建了长沙市图书馆。
    当时的湖南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
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
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外书籍，毛泽东又惊又喜，他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书。
湖南图书馆距新安巷约三里路，那时刚开办不久，去读书的人还不多。
毛泽东风雨无阻，早出晚归，每天总是第一个去那里读书，最后一个离开。
只是中午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
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拼命地读书，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菜一样，
拼命地读书！
毛泽东的勤奋，感动了图书馆里的一位管理员，他不久便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并且走上了革命的道
路。
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每天必到
，又来得最早，而且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赶
他，他还不走。
    在这里，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
中国的经史子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他无所不读，还穿插着读了不少诗歌和小说
，以及古希腊神话。
不过，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学习和研究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还有严复译著的《
天演论》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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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天演论》了。
《天演论》这部书，是严复为了适应中国的需要，对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所选择取舍，并
发挥了自己的见解编译而成的。
书中阐发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观点，与中国传统
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今不如古”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这些同封建主义文化对立的、崭新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使年轻的毛泽东大开眼界。
他联系社会实际去博览群书，比较、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提高了认识能力和分
析能力，思想境界越来越宽广。
    看到世界大地图，也是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期间的一大收获。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好友周世钊在《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中回忆，毛泽东曾对
同学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
界有多大。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大下，当然大得了不得。
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
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
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
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
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
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
大小小的纠纷。
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
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
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怀疑，人生在世，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
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
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
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这些话，显现了19岁的毛泽东的宽阔胸襟。
    后来，由于父亲不满意他的这种自学方式，并且严厉宣布，如果再不谋职，又不进学校，就断绝一
切费用的供给，加之湘乡会馆又被军队占领了，“栖身之地”成为问题。
1913年，毛泽东不得不结束了在定王台的半年自学生活。
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他学习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半年。
P25-28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纪事>>

后记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
人。
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极其不平凡的。
从韶山冲农民的儿子，到挥斥方遒的青年学子；从创办新民学会、创立中国共产党，到开展农民运动
、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五次反“围剿”，到踏上万里长征之路、召开遵义会议
、奠基延安；从发动全民抗战、转战陕北，到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从开国大典、抗美援朝，
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到
“文革”期间外交上的重大突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解放老干部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超凡经历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启示作用。
江泽民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
的号召力”。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一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里，非常有必要广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品德和风范。
为此，我们对多年收集的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摘选，编辑了这本《毛泽东纪事》。
    本书在编排上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分为八个部分，即：早年立志，救国救民；携
手建党，唤起工农；雄才大略，扭转危局；发动群众，全民抗战；运筹帷幄，决战决胜；协商建国，
富国强民；艰辛探索，一波三折；晚年岁月，风采永存。
所选资料主要是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当事人撰写第一手材料，还有些文章是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在多
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其中还有一些是最近发表的新文章。
在编辑中，我们基本上保持了文章的原貌，只是对个别文章进行了删节，有些重新拟定了标题。
    在此，我们首先要感谢本书所选文章的所有作者，没有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希望
这些作者及时与编者沟通联系。
    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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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纪事(上下1893-1976)》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传记。
这里有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为您披露尘封的真相。
    这是一部记录伟人生命历程的纪实性著作。
    这里没有虚构的幻象。
这里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为您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
这里有感人至深的情怀，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有思深虑远、纵横捭阖、处乱不惊的政
治智慧。
    精心挑选、完美设计、权威编纂。
本书由李新芝、郑俊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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