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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竖版正体字，用很白很薄的上等纸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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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魔鬼的思想，天使的叙述
2、嗯~我看的就是这个~~~~不过只看过第一卷~五星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书的感觉~与内容无关~
3、繁体竖排本的装帧很赞，大类联合公会本圣经。与精装圣经相比，虽无烫金标题，但纸材胜之百
倍。

喜欢的篇章：论持久战 井冈山的斗争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主席写的东西，不仅读着不累，看完也有收获
5、很给力，发现太祖的思想果然不同，在他的世界游玩收获太多了，这还是青年时期的，后面肯定
更加精彩
6、正在读⋯⋯
7、我到现在家里都还保留这一本是“革命委员会”奖励给我舅舅的，挺逗的！不过毛老头年轻的时
候思想还是挺先进革命先锋前卫的。临终前估计是有点犯糊涂乱发些指令胡乱揣测怀疑他的革命同志
战友们，这就是他老人家最不该犯的错误！
8、珍藏的
9、翻开这本书，你就会有收获，关键是收获多少。
10、1966年三月1版1印。繁體中文（而非56或64的簡化字），豎排。紙張質地極好。原價高達當時的
七塊五毛。買回來才發現原書主人在書頁裡夾了張水果糖紙和一枚交響樂沙家濱的郵票。
11、读的是1966年精装本，借书给我的人保存得真是精美~只读了前五卷。
12、屠龙术。勇士在杀了恶龙以后不可避免的化身为龙。
13、补记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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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选了一篇:如实公开报道灾情(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乔木、冷西[1]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
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
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2]阅后退回。毛泽东六月二十日
上午四时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2、黑格尔在论述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时多次提出：“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
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亦即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
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思想与事情的对立是近代哲学兴趣的转折点。”“哲学的职责在于努力证
明，亦即揭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等等。（参阅贺麟译《小逻辑》：“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
，商务印书馆，1980年2版。另参阅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这是欧洲思想的现代性格，对
中国现代思想而言，它始终是最重要的参照系。毛泽东是中国思想的现代经典之一。《毛泽东选集》
的第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 据考证，“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句是这次修订时加入的，对于这一修订，一般以“
保存原意，简化文字”视之。 其实，如果考虑到这段文字处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篇第一句的特殊位置，
则不应粗率地将其视为修辞问题。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这个提法恰恰是其思想的根本特质所在，也是
其长期思想发展的总结和概括。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几乎同时，1925年10月20日，在《&lt;广
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gt;发刊词》中，毛泽东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主要敌人”的修辞：“我们
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 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
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革命的民权主义和民
生主义。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
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
有经济幸福。” 这一论述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恰好
呼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此前罕见这种表述方式。1927年以后农村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使毛泽东在对
敌斗争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具体而深入的进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杰出创造。 1935
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写
道：“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
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日本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
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
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
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
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致主要的敌人没有
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
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挟的人们，过去时敌人而近日可
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
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显而易见，分清敌友此时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
中心一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到：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问题：“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
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
，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 194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又在另一部
重要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
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
于前人的。” 读到这里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选集》第一卷首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我们
的敌人？”之后又添上一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英译本也用a)
3、读毛的书，发现越往后、年纪越大，他越不具有人类的感情。年轻时的作品，尚可见到一点儿人
类的懦弱和误伤，越往后，越冷静、越无情。晚期的毛，很爱搞百分比这种相对数字，而不爱绝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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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比如他说社会主义在中国有95%的人拥挤，就可以随便剥夺剩下的人的私有财产，对他们进行思
想改造、斗争，是就是完全正当的了。他不习惯提及，那剩下的5%可也有几千万人啊！~比如他说原
子弹打到中国，死了一亿人，还有三亿嘛！~这可真是“大国领袖的风范”啊~~毛的一生，可以概括
为从把人当人，到把人当数字的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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