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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作者简介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　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1954年
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执教于英
国伦敦大学。1968年至197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1990年退休返回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
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
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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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精彩短评

1、描写毛泽东从青年到文革初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不同时期的政治思路，虽然有地方有出入
，但实属不易，相对客观的描写了传奇人物大半生，其实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读到这种书也不容易
，值得一读
2、虽然文字总不够动人，排版也如此让人眼涩，不过的确是天朝可见的众书中少见客观而真实的。
顺便复习一下真实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3、文献少到惊人。但是，看到最後，我想我知道一個美國人要用多大的力氣才能做出這樣的工作。
他對中國政治的理解是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絕對不具備的。
4、此书总体和谐，所以得大行其道。    由于1966年的史料限制，一些判断有失偏差，但是作者对毛氏
性格的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
5、藤子不二雄A的《剧画 毛泽东传》乃是参照此书所绘
6、性格特征
7、另一个角度的毛主席 蛮不错 
8、传记
9、很棒的传记
10、比较经典的毛的传记⋯⋯
11、高中时看的第一本毛传，居然还是所谓的“内部发行”。
12、建国前写的确实犀利，黑党史编纂学黑得飞起
13、代替 不被理解的mzd
14、本书出版的比较早，当时还有很多的资料和档案没有公布，但是也看到了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当代
史研究中的诸多早期的看法和相关资料，值得一读的著作！
15、忘记在哪里买的这本书了，或许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在海图的某个小角落。
16、学术价值较高
17、了解了
18、很中肯的外国人对于毛泽东的著作，施拉姆可以说是传记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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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精彩书评

1、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十几年前，前后读过多遍。以为是我曾读过的毛传中，最好的。当然作者的部
分观点我并不认同，确实写得不错，不少内容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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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章节试读

1、《毛泽东》的笔记-毛泽东外出为何必带《六祖坛经》

        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他的床上找到一本《六祖坛经》。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
《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
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
》、《大涅经》等。最后由于毛泽东建议，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的十本哲学著作中列入了《金刚经》和
《六祖坛经》。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来对待这两本经，应该说毛泽东是最有远见的。正是因为有
见地、有见识，他才选准了这两本经。毛泽东是在这本经书上面下了功夫的，这一点应该肯定。
　　关于毛泽东重视《坛经》，赵朴老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到广东视察工作的时候
，省里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他就出了一个题目来问大家：广东在唐朝出了一个最大的唯心主义的
哲学家，你们知道是谁吗？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都说不出来，只有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知道，陶说
那就是六祖慧能。接下来毛泽东又问：他有一本著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发展到顶峰了，你们知道
是哪一本书吗？大家依然不知道，也只有陶铸知道，陶说那就是《六祖坛经》。毛泽东说：你们要好
好地看这本书，了解这本书。可惜的是在我们哲学界真正了解《六祖坛经》的人太少了。
　　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回忆：
　　《六祖坛经》常带身边
　　毛泽东十分欣赏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的《六祖坛
经》一书，经常带在身边。他有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对佛
学的有限知识，可以说都得益于毛泽东的教导。
　　毛泽东最先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
长即以卖柴养母。他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
做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
意做一法偈，却得到弘忍的赏识。毛主席流畅地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
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一首为慧能
所作，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
禅宗六世。
　　后来毛泽东又和我谈到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
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
正创始人，亦是中国佛教真正始祖。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
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
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
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
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
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在佛教来说，千百年来无疑是把《坛经》和佛所说的经典等同看待的，因为中国高僧大德的著作
被称作为经的独此一本，可见佛教界对这本书定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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