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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书至少有如下新意和创见：    一是关于早年性格特征的研究。
已有不少学者从家庭背景和经历入手对毛、周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而本书则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家
族和地域文化。
    二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三是关于各个领域思想的比较研究。
这是本书毛、周比较研究的重点。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胡长明同志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种关系：一是创始与发展的
关系；二是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三是互相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四是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
的关系；五是先异后同或先同后异的关系。
    本书的创见当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在每一章中都有不少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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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长明，男，1965年9月生，湖南澧县人。
2001年在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湖南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书屋》编辑部主任。
曾独或与人合作出版过《韶山毛氏族谱》、《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家世图系》、《毛泽东青
春岁月》等书稿。
另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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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伟人的诞生  一、家族背景及其影响  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三、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第二章 政治风格之比较  一、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三、举重若轻与举轻若
重第三章 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一、革命道路论  二、政治策略论  三、反倾向斗争论  四、政治民主论  五
、政治自由论  六、政治管理论  七、政治发展论第四章 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一、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论  
二、发展目标论  三、发展速度论  四、发展动力论第五章 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一、知识分子观  二、文
学艺术观  三、传统文化观  四、文化融合观第六章 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一、独立自主论  二、和平共处
论  三、中苏关系论  四、中美关系论  五、中日关系论  六、对外援助论第七章 军事思想比较研究  一、
武装斗争论  二、军队建设论  三、战略战术论  四、国防建设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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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如激流飞溅，令人眼花缭乱。
对林林总总的社会思潮，毛泽东、周恩来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从而形成思想上的“大杂烩”状态。
在不断吸取的同时，他们也以求真的态度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推求比较，以判断究竟哪种学说或
主义能够救中国。
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们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甚至是痛苦的思想剥离和嬗变的过程。
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第一次赴北京期间。
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在以李大钊为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李大钊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其《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演说和文章，给毛泽东以直接的影响。
但这时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也极有兴趣，他经常和当时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朱谦之进行讨论。
并设想它在中国的前景。
1919年底毛泽东因参与“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特别留心搜求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
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1月4日，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祐；占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时，便在他工作的书案上
看到《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
①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此时他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言：“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
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②。
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进会”的一些计划。
谈话中自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①即便如此，毛泽东也还未走完思想嬗变的过程。
直到1920年冬他才完全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其标志便是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的信。
在信中，他“深切赞同”蔡和森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
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对各种主义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
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
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
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②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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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
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
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的智慧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彼此既有互补与传承
的关系，也有切磋和发展的关系。
在历史影响上，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功都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影响的侧重点又有所不
同。
《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这两位伟人的思想和风格等异同作了相互比较，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
讨，资料翔实，论证谨严，富于个人的见解且持论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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