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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伟人毛泽东自幼熟读经书，精通史籍，堪称“国学大师”。
在毛泽东手中，古老的国学被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本书介绍了他对国学的品鉴、批注和古为今用，这些对今日的“国学热”，对于国学的全面复兴和走
向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在今日的“国学热”大潮中，很多人恰恰缺失的是毛泽东的冷静的审视、辩证的眼光、批判的精
神和古为今用的艺术。
这也正是21世纪的今天，每个中国人探索毛泽东的国学大视野、重温毛泽东对国学的睿智品评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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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志丹，学者，畅销书作家。

　　字“照青”，笔名“蒲岩”。
来自大西北的深山僻壤。
种过田，教过书，做过工，经过商，徒步走过陕甘境内的长征路。
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事迹及文章诗词十余载。

　　目前致力于国学经典的研究和中华民族精神及智慧的发掘，公开出版的各类著述达四百余万言。
其著作《毛泽东品国学》《英雄式员工的长征精神》深受欢迎。
其畅销作品还有《中国人的智源》《听老和尚解心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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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国学热”中的“冷思考”
第一章 毛泽东品儒
　1．青年毛泽东的道德修养与儒家的“内圣外王”
　2．青年毛泽东注重实践与儒家的知行观
　3．毛泽东的“奋斗到死”与儒家的自强不息
　4．毛泽东的忧国忧民与儒家的忧患意识
　5．毛泽东对儒家“取其精华”式的活用
　6．毛泽东对儒家中庸的分析与批评
　7．毛泽东群众路线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扬弃
　8．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与儒家的大同思想
第二章 毛泽东说佛
　1．少年毛泽东的观音信仰
　2．毛泽东的济世情怀与佛教的慈悲为怀
　3．青年毛泽东对佛学的研读与解悟
　4．毛泽东研读过的佛教经典
　5．毛泽东情系佛教圣地五台山
　6．毛泽东与藏传佛教领袖
第三章 毛泽东论道
　1．毛泽东读《老子》评《老子》实录
　2．毛泽东的矛盾对立统一与道家的阴阳相反相成
　3．毛泽东的矛盾转化思想与老子的“道者反之动”
　4．毛泽东的以弱胜强和老子的“柔弱胜刚强”
　5．毛泽东一生喜欢读《庄子》用《庄子》
　6．毛泽东诗词对《庄子》中“鲲鹏”的化用
第四章 毛泽东智用《孙子兵法》
　1．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时候研读《孙子兵法》的
　2．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孙子兵法》辩证法的借鉴
　3．毛泽东对孙子“知彼知己”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4．毛泽东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运用和创新
　5．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以十击一”的继承和发展
　6．毛泽东对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活用
　7．毛泽东《论持久战》对《孙子兵法计篇》的借鉴
第五章 毛泽东品评《二十四史》（上）
　1．毛泽东研读《二十四史》实录
　2、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基本观点
　3．毛泽东评价《史记》作者司马迁
　4．19岁的毛泽东读《史记》评商鞅
　5．毛泽东读《史记》品秦始皇
　6．毛泽东读《史记》评刘邦、项羽
　7．毛泽东读《三国志》说曹操
　8．毛泽东读《三国志》评诸葛亮
　9．毛泽东读《三国志》论刘备、关羽、张飞
　10．毛泽东读《三国志》品孙权、周瑜
第六章 毛泽东品评《二十四史》（下）
　1．毛泽东读《南史》评梁武帝萧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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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毛泽东批注达25处的《南史韦传》
　3．让毛泽东“为之神往”《南史陈庆之传》
　4．毛泽东读《旧唐书》评李世民的工作方法
　5．毛泽东读《新唐书》评徐有功
　6．毛泽东读《宋史》品范仲淹
　7．毛泽东读《宋史》评王安石
　8．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9．毛泽东读《明史》品朱元璋、朱棣
　10．毛泽东瞩目的《二十四史》中的几封“上书”
　11．毛泽东推荐给下属们的《二十四史》篇章
第七章 毛泽东品鉴古典文学
　1．毛泽东品赏《诗经》
　2．毛泽东品读《楚辞》
　3．毛泽东品评《昭明文选》
　4．毛泽东品鉴唐诗
　5．古典小说与毛泽东的领袖风格
　6．毛泽东与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
　7．毛泽东欣赏的一部清代滑稽小说
　8．毛泽东喜读《历代通俗演义》
第八章 毛泽东品赏传统曲艺
　1．毛泽东品京剧
　2．毛泽东赏湘剧
　3．毛泽东观秦腔
　4．毛泽东看黄梅戏
　5．毛泽东与越剧
　6．毛泽东听昆剧
　7．毛泽东评绍剧
　8．毛泽东听相声
第九章 毛泽东与中华民俗
　1、毛泽东与中华春节习俗
　2、毛泽东与中华酒文化
　3．毛泽东与中华“国饮”
　4．毛泽东与传统庆寿文化
　5．毛泽东与“国戏”麻将
第十章 毛泽东评价国学大师
　1．毛泽东评梁启超
　2、毛泽东与胡适之
　3、毛泽东品鲁迅
　4．毛泽东与冯友兰
　5．毛泽东与赵朴初
　6．毛泽东与郭沫若
　7．毛泽东和高亨
　8．毛泽东评梁漱溟
毛泽东——无与伦比的国学大师（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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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毛泽东品儒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1．青年毛泽东的道德修养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儒
家所推崇的道德目标和行为模式。
受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注重探讨“大本大源”，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
“内圣外王”是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
所谓“内圣”指内在的修养；所谓“外王”即把修养所得施之于外，将学问引向事功之途，达到“学
问”与“事功”的统一。
集养身、进德、修业、建功于一体，这样的人，便是青年毛泽东所追求的“圣人”。
在1917年8月20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依据儒家传统的人格分类模式，把人划分为圣人、贤人和愚
人，并明确把是否把握了大本大源作为区分的标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
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
易吾言’。
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己。
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毛泽东心目中的圣人，很有些像汉代大哲学家王充说的：“儒者论圣人，以前知千岁，后知万世，
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
”古代儒家所说的圣人是“不学自知，不问自晓”，于是乎“圣则神矣”。
显然，这样的生而知之并且直接等同于神的圣人，不是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圣人。
他所说的圣人，是前面说过的必须是学而知之，并且有长期的自我更新和磨炼过程，他们不是神，只
是对“本源”问题具有特殊领悟力的人。
具体说来，“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并无“谬巧”之处。
青年毛泽东把“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
在涉及“内圣”和“外王”的关系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前者的前导和决定作用，即“有豪杰而不圣贤
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那么，怎样才称得上“内圣”呢？
青年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
翻开毛泽东的早期文稿，“本源”的字眼和有关本源问题的讨论和探究出现在他很多文章、书信中。
为表示对其的尊崇，他往往又将“本源”称之为“大本大源”。
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关于“本源”问题思考的文字是在他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
信中他是这样阐发自己对“本源”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的：“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
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疵，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
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
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
存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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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本源”？
他在信中说道“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
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他“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
可是他“倡学”倡什么“学”，仅仅是普通的知识吗？
从引用的上段文字可以看到，他又将“大本大源”称之为“宇宙之真理”。
这个“真理”是绝对独立于人、物而高高在上的精神本体，是于冥冥之中操控宇宙、社会、人生万千
形态的法则。
这个“大本大源”虽超然独立于宇宙、社会、人生之外，却又“各具于人人之心中”，甚至“虽有偏
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从他这些对“大本大源”的描述上，可以看到朱熹“体用不离”思想对他的影响，朱熹也曾说过“无
涵养本原功夫，终是觉得应事匆匆”，这和毛泽东对“本源”的态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泽东—无与伦比的国学大师（代跋）目前，“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国学班”、“国学院”遍
地开，“国学大师”满街走。
于丹、易中天、李零、钱文忠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祭祖活动此起彼伏，孔子铜像立进了天安
门广场，“孔子学院”开到了非洲大陆⋯⋯短短数年间，国学由书橱里的“古董”，一跃为大众热捧
的“显学”。
在这场汹涌而至的“国学热”浪潮中，人们似乎淡忘了一个人，淡忘了他终生不移的“国学情结”，
淡忘了他对国学的与时俱进和发扬光大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他自幼饱读“四书五经”。
从《尚书》到《诗经》，从《论语》到《孟子》，他都熟读成诵。
写作谈话他能引经据典，妙语如珠。
他对上下五千年的国史了如指掌。
一部《资治通鉴》，他整整读了一十七遍；煌煌《二十四史》，被他翻破了。
他的史论常常石破惊天，他的史识往往发人未发。
有人填词评价他“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绝非过誉之言！
他是诗国盟主。
从屈原到李白，从古体到近体，从唐诗到宋词，从豪放到婉约，名家名篇他讽咏成诵，挥洒自如。
多少诗词歌赋让他如痴如醉，多少风流俊才让他瞩目萦怀！
他是文章妙手。
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贾谊策论到韩愈古文，他反复读诵，揣摩摹仿。
兴致所至，他又荐之于他人，“奇文共赏析”。
他是自创一体的书法家，他又是撰写传统楹联的高手；他是“古典小说迷”，他又是传统曲艺的鉴赏
家；他既读破了万卷“有字之书”，又踏遍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深入到田间地头，寻常巷陌，读透
了中国国情这部“无字之书”！
⋯⋯他是谁？
他的头像高悬在中华民族的象征建筑天安门正中央，他的颂歌《东方红》被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深处
，他是中华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爱戴的伟大领袖，他有一个震古烁今、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的名字—毛泽
东！
尽管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尽管建设时期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争分夺秒所研读的国学典籍，用“汗牛充
栋”来譬喻不为夸张。
当今的某些以“国学大师”自居的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如何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提出了明确主张：总结，整理，“取其精华，弃其
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古为今用，活学活用，是毛泽东阅读国学经典，挖掘国学宝藏的一个最大的特征。
这也是他超过那些皓首穷经、数黄论黑，坐谈立议，百不及一，起而行之，百无一能的书生、“书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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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千万倍的地方。
在毛泽东的笔下和口中，古老的国学被赋予了全新的灵魂，它能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提供方针政策的指
导，它能为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贡献力量，更奇妙的是，它能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从而
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呈现出大中华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一生笔走风雷，写过许多气势雄宏足以传颂千古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
，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有10条左右来自《诗经》《尚书》《易经
》《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国语》《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等。
“毛选”中活用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的地方更是俯拾皆是。
在毛泽东妙笔点化下，古老而早已失去生机的国学典籍中的成语、典故、诗词，甚至神话传说，立即
变得熠熠生辉，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给人以隽永的启迪，从而使他的文章光彩夺目，虎虎生威
，让人百读不厌。
毛泽东在演说、讲话和与人交谈时，常常上天下地，海阔天空，纵横古今，对于国学典籍中的故事、
成语，他能信手拈来，随意驱驰。
他能给一句古典格言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方针；他能以古典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来
说明一个革命道理，令听者拨云见日；他能从初见者的姓名中寻找到楚辞唐诗，让对方惊叹不已⋯⋯
听毛泽东演讲，和毛泽东交谈，在享受他独特的口才魅力的同时，使人深深受到智慧的启迪，情操的
陶冶，国学知识的教益。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
试问，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国学典籍的饱览，没有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延革以及民族性格的了如指掌，
他能对中国的实际现状洞若观火吗？
这种结合能如此的天衣无缝吗？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早年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浩歌：“山川奇气曾钟此。
”晚年毛泽东曾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我生着一张大中华的面孔。
”是的，毛泽东是大中华山川奇气所钟的奇男子，伟丈夫，更是延绵五千年国学传统之精华所哺育铸
就的“风流人物”！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集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博览古籍，精通经、史、子、集，更
是一位空前绝后的、无与伦比的“国学大师”，他对国学的品鉴、评点、批注和古为今用，是留给后
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整理和挖掘这笔精神宝藏，对今日的“国学热”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对于国学的全面复兴和走向世
界，对于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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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虽然我出生后仅半个月，毛泽东就离开了人世，但17岁时，在有幸读了一位美国人写的《毛泽东传》
，和背诵了大部分的毛泽东诗词之后，就与毛泽东结下了难解之缘。
毛泽东成了我心中真正的“红太阳”。
在读毛泽东的传记和诗词文章之初.我就为毛泽东渊博的国学知识、挥洒自如地运用国学的气度所深深
折服，于是。
便去研读国学经典，愈深研兴趣愈浓，愈觉得如饮甘露。
可以说，毛泽东是我真正的“国学导师”。
十数载来。
我对毛泽东从热情崇拜到理性研究。
从未间断过。
我几乎第一时间地阅读了每一本新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录，以及各种逐年不断公开的历史
档案资料。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阅读传统国学典籍时的批注、评论和谈话.以及他对国学典籍中的成语
、典故、故事的灵活自如的妙用。
年复一年的深入研究，使我愈来愈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他真正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风流人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由于“心向往之”，就有了创作这本书的难以扼制的激情和百折不挠的努力。
我想引领读者朋友一起到毛泽东渊博的国学素养的海洋里去邀游，以学习他手不释卷的读书精神、睿
智独特的思辨能力。
以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化废为宝的点化活用艺术。
毛泽东的国学知识博大精深.毛泽东读过的国学典籍汗牛充栋，显然，在一本小书中对毛泽东品读国学
、智用国学的情况只能理其大端、粗线勾勒，所以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
兼以本人的才疏学浅。
书中的管窥臆解之处在所难免。
因此，我愿意以毛泽东一生所倡导的虚心精神.洗耳恭听和悦纳方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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