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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史（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历朝历代的历史的述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
作品的评述批注及毛泽东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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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史（上下册）》

书籍目录

(上)    跟毛泽东学夏史    夏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夏代人物    禹王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大禹)    跟毛泽
东学商周史    商周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商周人物    商纣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伯夷反对人民解放战
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    周公旦是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奴隶主的圣人毛泽东评述
批注商周事件    商朝亡国原因有两个    跟毛泽东学春秋战国史    春秋战国史述略毛泽东评述批注春秋
战国人物    郑庄公很懂得国内国际斗争的策略    我们不要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老子有辩证
法思想，但不是唯物论者    孔夫子当然是有地位的，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孟子有人民性的一面    墨
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毛泽东评述批注春秋战国事件    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
我们也需要    三叹商鞅徙木立信    长勺之战胜在后发制人    城濮之战是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典范    孙膑围
魏救赵，千古高手    阏与之战，秦军败于反问之计    孙膑赛马，以弱当强，以强当弱毛泽东评述批注
春秋战国作品    《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    《庄子》中有真理    《楚辞》虽是古董，
但都是历史    《孙子兵法》里面很有些好东西毛泽东评述批注春秋战国史著作    《东周列国志》值得
读一下，书中写了春秋时上层建筑方面的    复杂尖锐的斗争    《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毛泽东春秋战国
史史论    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    六国联合抗秦说未必然    跟毛泽东学秦史    秦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
秦代人物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    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苟子一派毛
泽东评述批注秦代事件    秦始皇统一中国应该受到肯定    焚书坑儒要商量    陈胜、吴广起义掀开了我
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序幕毛泽东评述批注秦代作品    《中庸》里有为学之道    陈胜有二误    同意贾
谊关于秦亡的分析    跟毛泽东学汉史    汉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汉代人物    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项王非政治家(项羽)    汉文帝、汉景帝是守旧之君(刘恒、刘启)    韩信是青年人打倒老年人的例子    汉
武帝雄才大略    赵充国很能坚持正确的主张    汉元帝以儒学治国，优柔寡断(刘爽)    王莽注意到农民问
题了    刘秀是大学士，做不好皇帝    班超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    司马迁受腐刑而发愤    贾
谊是秦汉历史专家毛泽东评述批注汉代事件    成皋之战指导正确    文景之治是萧规曹随，没什么可称
道的    昆阳之战以劣势胜优势    赤眉、绿林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    
长社之战体现了奇正原则    张鲁的五斗米道开了人民公社某些做法的先河毛泽东评述批注汉代作品    
《史记》严格、准确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七发》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毛泽东评述批注汉史名著    毛泽东评述批注《汉书》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汉史史论    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使人改过自新    陈窘教育梁上君子一事表明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讲梁鸿的故事，教人立志气    “耕三余一”值得研究    跟毛泽东学三
国史    三国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三国人物    曹操为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刘备多谋寡断    周瑜是个
”青年团员”    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比较好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当今惜无孙仲谋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
史是从魏文帝开始的(曹丕)    王弼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毛泽东评述批注三国事件    蜀汉之误始于两分兵
力    官渡之战以少击众    赤壁之战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彝陵之战应打运动战    曹丕代汉令人生疑毛泽
东评述批注三国史名著    裴松之注《三国》，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爱看    《三国志》
里的《郭嘉传》值得一读    跟毛泽东学晋史    晋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晋代人物    谢安文韬武略、机
智沉着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    王猛一眼就看透了桓温的野心    郭象无行    王羲之的书法行笔流畅
，看了使人舒服毛泽东评述批注晋代事件    淝水之战以少胜多    南燕败于东晋，守大岘亦无用毛泽东
评述批注晋代作品    《文赋》具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毛泽东评述批注晋史名著    毛泽东
评述批注《晋书》毛泽东晋史史论    张宾的策略分析极重要    迁亦乱，不迁亦乱毛泽东晋史考证    王
羲之佯装熟睡保小命之事有误    跟毛泽东学南北朝史    南北朝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南北朝人物    运
去英雄不自由的梁武帝(萧衍)    陈后主能诗能赋，但没有出息(陈叔宝)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袁颧无
能    袁粲死节    臧质是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    韦睿有刘秀、周瑜
之风    曹景宗亦豪杰哉    谢灵运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一辈子矛盾着    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毛泽东评述批注南北朝事件    弑杀废帝，以弱胜强，可谓奇矣毛泽东评述批注南北朝作品    毛泽东评
述批注《南史》、《北史》    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毛泽东南北朝史史论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
作风    孔琢之的推论，今犹有之    (下)    跟毛泽东学隋史    隋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隋代人物    隋文帝
的做法蕴藏大乱(杨坚)    隋炀帝会做文章、诗词，但没有出息(杨广)毛泽东评述批注隋代事件    隋末农
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评述批注隋史名著    毛泽东评述批注《隋书》    跟毛泽东学
唐史    唐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唐代人物    唐高祖遇事无断制(李渊)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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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史（上下册）》

徵也懂得片面性不对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李义府笑里藏刀    朱敬则是政治家
、历史家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徐有功)    姚崇的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    李叔明多藏厚
亡    裴度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慧能是中国佛教的始祖    刘知几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才、学、识    王勃
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韩愈的
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白居易的诗高在有平等心情    对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
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柳宗元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刘禹锡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李贺的诗很值
得一读毛泽东评述批注唐代事件    庞勋起义因内部分裂而败亡    黄巢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毛泽东评述
批注唐代作品    《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马周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毛泽东
评述批注唐史名著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柳文指要》可谓解柳全书毛泽东唐史史论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毛泽东蛊史考证    不能以“少小离家”一诗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    跟毛泽东
学五代史    五代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五代人物    朱温狡猾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
于亡国(李煜)    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毛泽东评述批注五代事件    后唐灭梁胜在审机独断    弥牟镇攻
防战，攻者愚，守者智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转守为攻之会毛泽东评述批注五代史名著    毛泽东评述
批注《旧五代史》    毛泽东评述批注《新五代史》毛泽东五代史史论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兵书
多坏事，少读为佳    跟毛泽东学宋史    宋、辽、夏、金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宋代人物    宋太宗不知
兵，非契丹敌手(赵炅)    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但没有出息    岳飞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主和的
责任不全在秦桧    文天祥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司马光有毅力，有决心    朱熹是个大学者，学问渊博    
范伸淹的词既苍凉又优美    陆游是了不起的大诗人毛泽东评述批注宋代事件    陈桥兵变是一次不光彩
的政变    王安石变法败在无通识，不周知社会    方腊起义是农民的反抗运动毛泽东评述批注宋代作品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    毛泽东评述批注《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评述批注
宋史名著    毛泽东评述批注《宋史》毛泽东宋史史论    主和的幕后是宋高宗    跟毛泽东学元史    元史述
要毛泽东评述批注元代人物    成吉思汗虽是老粗，但能办大事毛泽东评述批注元代事件    十七战皆捷
，只是避其锐气耳毛泽东评述批注元史名著    毛泽东评述批注《元史纪事本末》    跟毛泽东学明史    
明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明代人物    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    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高启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徐霞客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毛泽东评述批注明代事件    朱元璋的”广
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得民心    李白成起义是陕北人的光荣毛泽东评述批注明代作品    《金瓶梅》
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三国演义》：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    《水浒传》要当政治书看，它描写
了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    《西游记》有永久的魅力    毛泽东评述批注《读通鉴论》    毛泽东评述批注
《智囊》毛泽东评述批注明史名著    毛泽东评述批注《明史》毛泽东评述批注明史史论    小知识分子
有用    今犹存此弊    明代军事体制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毛泽东明史考证    疑赵风子、刘七并非败死    跟
毛泽东学清史    清史述要毛泽东评述批注清代人物    康熙皇帝有三个伟大贡献    独服曾文正(曾国藩)    
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只是对敌人太轻信    严复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道路    谭嗣同有登高一呼之概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梁启超是当时最
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邹容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郑板桥的每一个字，掉在地上都能砸出铿锵的
声音毛泽东评述批注清代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有社会革命的意义    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湘军失败
告诉人们水军要学游泳毛泽东评述批注清代作品    《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    把《红楼梦
》当历史读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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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朋友喜欢这类的书，买了送他，反应还不错．
2、只看了上集
3、伟人评历史，客观又准确，非常喜欢这本书。
4、拼凑的一本书，水平不高，但可以看出毛爱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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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白雪红墙，细听毛泽东为你讲述千年往事；乱云飞渡，学习毛泽东旷世从容智慧。”好美的意
境呀，带着万分“敬意”读完了《跟毛泽东学史》，不得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首先这本书是拼
接而成，大多为其它书籍摘抄，或来自“百度百科”，当然咯，绝不否认有部分篇章是编者原创，感
觉编者在整合资料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仔细的加工处理和审阅，书中有几处语言措辞我感觉不是恰当，
还有几处在详略得当方面，做得不是很好，这些还不算大问题，更要命的问题是居然几处很明显的历
史错误，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买得盗版书（我看的书的版次是2007年6月北京第1版、2009年4月河北
第4次印刷），好吧，但愿不是，我这本书是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买的，但愿毛主席家乡的
人民没给毛主席丢脸。下面我列举一下本书几个明显的历史错误：1、�在书的上册，P282，第二段
，557年（应该是577年）周武帝灭了北齐2、�在书的下册，P431，“弥牟镇攻防战记略”，第一段，同
光三年（925年），后唐攻灭后蜀（应该是前蜀）3、�在书的下册，P446，第五段，神宗、徽宗、微宗
、钦宗（正确的顺序和庙号是：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的年代4、�在书的下册，P602，“学习参考
”，第二段，1956年6月在武汉游泳之后特意作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才饮长江水（应该是‘
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本书旨在通过毛泽东的视角来看历史、认识历史，了解毛泽东的历史
观，可以说看过之后基本达到了这些，但说实话本书的水平实在不高，如果对历史感兴趣，想认识了
解历史，推介各位朋友可以去看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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