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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内容概要

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知识愉悦和情感表
达史。他的阅读和实践，相互守望，相互印证，相互支持，因此，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读书生活与
人生实践的关联史，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兴趣和精
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阅读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也不是无规可循。总体上看，其阅读都或隐或显
地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可以更真切地了解
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读书，重点读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饶有意味的
话题，进而了解他的思想探索和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某些决策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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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作者简介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多年来从事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以及电影、电视
文献片撰稿，著述和影视作品多次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
。
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毛泽东
读书笔记解析》、《毛泽东之魂》、《文人毛泽东》、《读毛泽东札记》、《世纪小平——解读一个
领袖的性格魅力》、《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等。参与撰写《毛泽东传
（1893-1949）》，担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副主编。
担任总撰稿的电视、电影文献片作品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新中国》、《使
命》、《世纪宣言》、《改革开放二十年》、《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走进毛泽东》、《走
进新时代》、《大国崛起》、《小平您好》、《伟大的历程》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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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书籍目录

一、书山路上的风景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怎样读书
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阅读和毛泽东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二、求学时期：阅读与寻求“本源”
“读书要为天下奇”
“择书”而读，读出个湖湘学风
“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伦理学原理》：读奇书，做奇男子
三、五四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阅读为“主义的结合”
新思潮的“追星族”
打开“思想房间”之后
《天演论》和《物种起源》：唯物史观前奏曲
《共产党宣言》：确立信仰及其以后
四、风云途中：阅读与实行革命
编书：从宣传到农运
山沟沟里的知识饥荒
三本经典送来一场“及时雨”
五、初到陕北：阅读与总结经验
“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六、抗战前期：阅读与创新理论
解决“本领恐慌”
《战争论》：“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
读谈“老中国”
《水浒传》：古为今用的“工具书”
研究“新东西”：成为思想领袖
七、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
阅读与延安整风
“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从《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取政策
从《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学经验
⋯⋯
八、在新中国：一张“精神地图”
九、建设年代：阅读承受之重
十、政治路上：读书、荐书和编书
十一、心智交流：书香润物细无声
十二、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
十三、揽文治史的情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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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精彩短评

1、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阅读史，读来真实可信。我从中总结出，历来成就大事业者，莫不读
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者就是用书堆起来的！
2、作者谋篇布局花了一番心思，从毛阅读书籍的历史来探究他思想、行动的历史。读罢此书，不觉
感慨：如此爱读书之人却让天下读书人不能读书，政治专制莫不从自文化专制始。
3、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毛泽东读书方面的研究专家，两年前曾听过陈教授的讲课，谈
的就是毛泽东的读书事迹，激发了我阅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读过的著作的浓厚兴趣，可谓是我阅读
毛泽东的启蒙老师。
全书以时间为序，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经一纬，编织出来，基本上完整展现了毛泽东的读书情
况。与《读书生活》一书相比，本书政治评价更少，内容更纯粹，其中的分析也基本围绕读书与思想
，很少过于攀附政治。
只是作为一部“史”，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内容不够充实，估计这本书的本意也是面向大众读者。期
待作者写出一部更完整、宏大、能够展现毛泽东阅读全貌的阅读史。
4、抛开政治，只谈读书，毛泽东的阅读内容值得研究。已经不是简单的活到老学到老了，是活到老
，读到死。 毛的阅读范围之广，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深，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5、历史
6、从毛泽东读书，了解毛的思想与思路，更容易了解那个时代
7、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8、略读。毛真的是看了好多书啊。
9、感觉毛后期选择的阅读书目大都是为了现实服务的
10、毛是列宁的粉丝。
11、跳过大多部分看的，主要是看年轻时期的阅读史和“揽文治史”部分。
12、以毛的阅读史为线索串事件，也有点儿意思。感觉毛就是什么都感兴趣，什么也都懂一点儿，所
以什么都想管，想强加自己的意志，尤其对文艺和学术界。
13、很棒的想法，只是有点散了。
14、老毛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死。
15、与高祖相比，某包就是个爱显摆的文盲。另，本书文字很出色，但观点上仍是偏保守的，高祖的
许多微言大义都没有或没敢写出。尤其在读过高华的文章后，这种研究就略显淡而无味了。
16、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
17、冷门好书，配合毛泽东传，毛选一同阅读风味更加，太祖的一生的确是自我雕琢的一生，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
18、涉及毛一生的读书线索
19、老毛真是活到老学(读)到老啊...三联韬奋看完
20、2014年10月15-16日读，2014-345，图28。2016年9月27-28日读，2016-310，图187。
21、毛爷看书很实用啊
22、辩证角度
23、看了一半了，感觉看书真的是一个人后天塑造的必须，腹有诗书气自华，伟人尚且如此，吾辈更
需读书。
24、毛的阅读面广泛得惊人，阅读习惯也很好。毛也喜欢向别人推荐这文章推荐那书的，读书的功利
目的很强。不过读完了心中有一个疑问，不知道毛有没有看过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及其修正案"，
还有他对法国的启蒙学者及美国的开国元勋是如何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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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精彩书评

1、毛泽东阅读史读后感一、书山路上的风景1、毛最爱读马列、哲学、中国文史2、反复读，不同观点
，反着读，批注，注重讨论3、反对本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联系实际二、求学时期1、探
讨本质、本源2、前期相信康有为那套，人人皆可为圣贤3、先中后西4、强调主观能动性七、整风演进
，阅读与转变党风1、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离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证
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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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章节试读

1、《毛泽东阅读史》的笔记-第279页

        毛泽东读红楼梦，不同版本，都用铅笔做了圈画，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
夹一些纸条。
还随手抄写书中的一些词曲。
他特别欣赏红楼梦的语言，1964年他和王海容谈到：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
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他在著作和谈话中，也确实经常评论和引用红
楼梦的语言。
红楼梦不仅要当小说看，也要当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2、《毛泽东阅读史》的笔记-第266页

        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集权统一。阅读这类书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

3、《毛泽东阅读史》的笔记-第192页

        报纸杂志，是毛判别风向、引导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也是他很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
毛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
刊转载代拟编者按，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

4、《毛泽东阅读史》的笔记-第221页

        毛外出考察，不仅喜欢读当地方志，还习惯找来一些前人饮用当地的诗歌作品来品，甚至亲自编
选一些反映地方特点的作品集子。

诗与历史、诗与地理，在他的阅读中，互相激活和印证，成为他熟悉掌握各地历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径
。

5、《毛泽东阅读史》的笔记-第156页

        比较起来，他在洪迈容斋随笔和冯梦龙智囊两书上的圈画和批注最多，对智囊里20多则股市做了
批语。

毛很欣赏荀子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他概括为人定胜天。一个是法后王的历史
观。

6、《毛泽东阅读史》的笔记-第311页

        一是关注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
二是研究历代战局、战略、战役材料
三是看着那个记叙乱世和反映人才辈出的内容。
四是汲取古人积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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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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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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