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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中，你可以了解毛泽东的重大决策、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他的阅读之间的不为人知
的关系。
从中可以学习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学习他带着现实问题读书，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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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治国先治学
第一章 治国必先治学
　“我们的目的是改造现社会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治学观
　研究国内问题比出国留学更重要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
　毛泽东的休息方式居然还是脑力活动——读书！

　“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贵书、藏书、把书作为礼物赠送外宾
　“是毛泽东教给我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教导身边工作人员博览群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题词背后的故事　
第二章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
　“忙，就要挤”
　“贵有恒，何必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不动笔墨不读书”
　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集中看相关的书
　读书重务求甚解、“三复四温”　
第三章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早年的求索
　读《盛世危言》等维新启蒙读物，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社会责任心
　“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
兵的路子
　读《民立报》撰文拥护孙中山革命派立场
　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
　通过严复的译著学习西方民主主义社会科学　
第四章 芋园问学——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与“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影响
　“该感谢袁大胡子”——袁仲谦对毛泽东的影响
　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参加反袁斗争
第五章 北大求道——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
　北上求道
　问学蔡元培
　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毛泽东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邵飘萍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的影响
　受李大钊、陈独秀影响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第六章 从读书看报中寻找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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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敌人的报刊制订对付敌人的策略
　读报纸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合
　读《两个策略》感叹：“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错误”
　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找到了消除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依据
　读《国家与革命》感悟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国家机
第七章 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大本大源”
第八章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第九章 从小说中读到的治国智慧
第十章 “战争不外政治以别的手段之继续”——读《孙子兵法》和《战争论》
第十一章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第十二章 为把握时局而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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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
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弈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
然矣。
”毛泽东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
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
”这显示出毛泽东好奇求变的性格和气质。
从毛泽东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对哲学的浓厚兴趣。
毛泽东在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中批注说：“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
”这一章谈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惟（唯）物论、无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宇宙的构造和
本质、灵魂不灭与死后的生活、时间是什么等哲学问题；也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
菜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费希纳等一大批哲学家。
毛泽东在这一章一共写了十九条批注，足见他对哲学的兴趣。
书中曾引用斯宾诺莎的观点：“世界者，现实也，其绝对一致之本质，则实体也。
一切事物，虽若独立之状，而实皆实体之所规定，实体次第发展，为有意识进化之世界，与无意识进
化之世界，而此两界间，又有普通中行之性质。
至管理此两界之自然律，则又出于实体之自动，而非若机械之受迫于外力也。
夫实体既不受外力压迫，而特由内部冲动，以开展其本质之内容，而为现实界，是即其惟一自由之原
因焉。
”这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表达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
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似乎有着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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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治国先治学(套装上下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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