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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自传》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
该书由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在陕北保安(今陕西志丹县)采访毛泽东时笔录而
成，英文最早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美国的ASIA(《亚细亚》)月刊，中文最早由
汪衡翻译，亦以连载形式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发表于复旦大学《文摘》杂志(后改名Ⅸ文摘战时旬刊
》)，并于同年十一月一日公开出版单行本图书(十一月二十日再版)，由潘汉年(时任八路军上海办事
处主任)题写书名。
在解放前的“国统区”，真名实姓地公开出版共产党领袖的传记，非常罕见。
    《毛泽东自传》系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迄今为止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
的中共领袖传记。
七十年来，作为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超级畅销书，《毛泽东自传》采访、写作、翻译、编辑和出
版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一经问世即有四五十种不同版本(大量为汪衡译本的翻版书)面世畅销，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中国革命；“文化大革命”时被改名《毛主席的回忆》等大量翻印；二〇〇一
年九月，《毛泽东自传》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影印再版，轰动海内外，可谓经典人物传记和励志读物
，被誉为“中国第一自传”。
随后，经过七年的努力，笔者从版本学角度对毛泽东早期传记进行考察，去伪存真，完成了《毛泽东
自传》的源流考证工作，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于二oo八年一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得到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和红色收藏界好评。
    《毛泽东自传》本次再版，笔者集红色收藏之精华，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原刊(一九三七年
美国ASIA月刊七月号至十月号)、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一月的《文
摘》和《文摘战时旬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
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本)影印出版，中文简体为修订后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再版本，完
整呈现《毛泽东自传》最初的历史原貌，具有极高的史料、版本和收藏价值。
根据专家意见，除了对《毛泽东自传》中个别明显有史实错误的人名、地名、时间和书刊名称，以及
错字、漏字、衍字和有误的标点等进行技术性校订之外，一律照原文排录未作改动，并作相应注释，
插入部分珍贵的历史图片，增补《毛泽东印象记》，以便大家更全面、立体和深刻地了解伟人毛泽东
和传奇之书《毛泽东自传》。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汪衡先生的女儿汪丹熙女士、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和《
毛泽东自传》一九三七年初版收藏家程宸先生的鼎力支持，以及众多红色收藏家和热心朋友的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编校中可能仍有错漏之处，请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提出宝贵意见，以期
再版时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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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的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也
是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的中共领袖传记，可谓“中国第一自传”。
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笔录，最早于1937年7月至10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美
国ASIA（亚细亚）月刊，中文最早由汪衡翻译，亦以连载形式于1937年8月至11月发表于上海《文摘》
杂志（后改名《文摘战时旬刊》），并于1937年11月1日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
《毛泽东自传(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是一部充满传奇的红色超级畅销书。
一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出版时即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面世畅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中国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改名《毛主席的回忆》等大量翻印，2001年9月，《毛泽东自传(中英文插图
影印典藏版)》重新再版，轰动全国，可谓经典人物传记和励志读物。
本版系“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中文单行本、
最早的《毛泽东自传38》中译本原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英文版原刊进
行了影印，一完整地呈现了一本书的历史原貌，具有极高的史料、版本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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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19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城。
父亲是一名小印刷厂的老板。
一九二五年就读密苏里大学新闻系，一年后开始旅行探险，并开始为报刊写稿。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斯诺来到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每日先驱
报》等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
1930年前后，他遍访中国东北、内蒙古、台湾和西南各省，并到日本、朝鲜、印度、缅甸作长期旅行
。
一九三一年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并目睹报道了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抗战。
他在上海与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相识恋爱，一九三二年结婚后迁居北平。
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
在北平，他和中国爱国青年学生一起参与策划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
业合作运动”。
其间，他先后与宋庆龄、鲁迅等结识成为好朋友。
一九三六年。
作为第一个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红区十年新闻封锁的西方记者，进入陕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
中共高层和红军将士亲密接触，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写下了震撼世界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
国》(《西行漫记》)，并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三十五年的交往，斯诺目睹了遭受列强殖民主义瓜
分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旧中国与旧中国的黑暗腐败统治，亲身体验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艰苦生活
，从而理解并同情、支持中国革命。
他是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西方记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并撰写“毛泽东
自传”的人，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的人，是第一个翻译鲁迅先生作品的美国
人，是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
命”的外同记者，也是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人典的外国记者。
在旧中国，他曾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一九四一年被迫离开中国；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他受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迁居瑞士。
斯诺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的使者，他是中美人民友谊的“活桥梁”，被誉为中美友
好的“报舂燕子”，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病逝于瑞士埃辛斯村的“双马別墅”。
临终遗言：“我热爱中国。
”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生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派出专门的中国医疗小组去为他治病；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中国政府
在人民大会堂为埃德加，斯诺先生举行厂隆重的追悼大会，这在共和同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斯诺著有《远东前线》《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红包中国杂汜》《复始之旅》《今日红色
中国：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等十一部作品。

　　汪衡，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
父亲汪凤瀛曾任长沙知府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一个主张实业兴国的开明人士，在民国初年还
曾做过大总统府的顾问。
汪衡族名汪樁宝，兄妹五个，排行老三。
四岁时就人家塾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考入苏州私立树德中学小学部五年级。
一九三五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经济系学习。
在复旦期间，汪衡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尤其对鲁迅先生很是崇拜，、几乎阅读了他能找到的鲁迅先生的所有作品，更加坚定了投身中国共产
党倡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夏天，汪衡受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邀请参加《文摘》杂志的创刊和编辑：工作，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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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部担起了大梁，并一度和孙寒冰等人一起担任主编。
这年七月，当孙寒冰看到英文杂志《亚细亚》(ASIA)连载发表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后。
请汪衡翻译。
于是《文摘》月刊(后改为《文摘战叫旬刊》)以晚一期的同步速度连载《毛泽东自传》。
汪衡是翻译《毛泽东自传》第一人，还最早翻译了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期间，他先后编
辑、翻译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
。
因翻译《毛泽东自传》，汪衡被国民党当局列上厂“黑名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汪衡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采访过周恩来，并在《文摘战时旬刊》第九号发表
了《周恩来访问记》，这是国统区最早发表专访周恩来抗日救国主张的报道。
抗战胜利后，汪衡将爱国将军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翻译成英文，并被冯玉祥收作“门生”。
一九四六年七月，他以英文秘书和翻译身份随冯玉祥水利考察团赴美。
一九四七年，汪衡到哥伦比亚太学读书，积极组织了留美学生通讯社和中国留美学生建国同盟，撰写
了同盟的章程，并主编油印《团美学生通讯》，白编、自刻、臼写、白印、白邮，每两周出版，期，
完全赠送。
其间，汪衡在《华侨日报》上发表厂《留美同学组织起来》、《双十节告留美同学书》等文章，公开
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号召留美中国学生“组织起来”，“对那些即将回国的同学，说服并鼓
励他们列解放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汪衡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启程回同，一九五一年，门到达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毕业后，先后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报中文版翻译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从事编辑
、翻译工作。
一九六九年他被下放到湖南攸县，后来转到江西。
一九七三年在江西入学教授英文。
一九七八年返京后，应陈瀚伯邀请从北京图书馆来到国家新闻出版局工作。
一九七九年起，汪衡出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第一任组长，开始草拟版权法。
汪衡曾担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连续两次推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还曾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版权工作会议
，是著名的版权专家，誉为“中国的版权先生”。
一九九三年一月去世，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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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敬致读者
简体中文版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第二章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附录
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毛泽东印象记
1937年ASIA原刊影印
1937年黎明书局初版影印
1937年《文摘》原刊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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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记者问：你们主张全国联合起来，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而将其驱出中国。
这是不是说中国现在已无须外援而能单独战胜日本？
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东方的治乱问题是一个世界的问题。
日本暗中自有其同盟国——如德、意等——同时中国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须在其他强国中找到援助。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不能和日本决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国蓄有巨大的潜力，在伟大的斗争期中，一定能经组织而成为无比的抵抗线。
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深切地了解这种力量，并且找到了运用它的良方。
中国的大众靠了长久的政治经验，已能熟练地运用他们极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的敌人。
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决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坚信在战场中，他们要动员他们的巨大潜力以抵抗日
本，以他们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战周旋，在这个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假如中国单独地作战，自然牺牲较大，战期较长，因为日本有精良的军备，此外它也有它的同盟国。
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内组成联合战线
，其次还要将它扩展到关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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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
南。
　　——埃德加·斯诺（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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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自传(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尘封70年，首次揭开神秘面纱，最早的中文单行本影印、
最早的中译本原刊影印、最早的英文版原刊影印。
最珍贵的收藏，不可不读的书。
斯诺笔录，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写书名。
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黎明书局经售。
1937年11月版《毛泽东自传》，是唯一由中共高级领导人题写书名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潘汉年在
题写时，有意将毛泽东的“毛”字写出了头，颇有寓意，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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