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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内容概要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
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
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过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
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
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
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
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
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
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
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
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战争
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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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作者简介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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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书籍目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组织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糟得很”和“好得很”　　所谓“过分”的问题　　所谓“痞子运动”　　革命先锋　　十四件大
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 国内
的政治状况　　二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四 湘赣
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五 经济问题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割据地区的现势　　　军事问题　　　
土地问题　　　政权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　　　革命性质问题　　　割据地区问题　关于纠正党
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关于极端民主化　　关于非组织观点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关于主观主义　　关于个人主义　　关于流寇思想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０年一月五日）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０年五月）　　一　没有调
查，没有发言权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
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必须注意经济工
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
年一月）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关于蒋介五声明
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为
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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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章节摘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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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
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
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
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
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
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
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
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
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
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
，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
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
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
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
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
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
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
们“独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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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编辑推荐

读《毛泽东选集(第1卷)》能给人极大的鼓舞，这也是领袖文字的煽动性吧。想想世界的变化真的很大
，当我们今天讲论他的时候可以直呼大名：毛泽东，而不用小心翼翼地称呼：毛主席。这样一个称呼
的变化是三十年人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的著作一贯秉持着思路清晰，有理有据的风格并且用老妪能
解的简单文字来叙述，他的文风影响了我党历来发布的文件的叙写方式。他的文字是活泼的，不是干
巴巴的，每一个字词都透露着为我所用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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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精彩短评

1、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选集第5卷年青的读者们无法买到新书了，其实第5卷的内容也是同样精彩和
异常重要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闪耀着动人的光芒。毛选则好像是一个思想
的宝库，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错过这样的“宝库”其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2、发现有意思的地方：建党初期和抗日时期，太祖对时局的研究分析经常动辄十几张纸，但到45年之
后与KMT单独决战时，通常两页纸就分析布置完了.基本就是打着玩。最能说明常校长渣到爆的得属47
年对延安和山东的进攻，整个战术战斗就是无可救药，山东解放区一面临海，三面全围的情况下，居
然被解放军轻松全歼李仙洲的部队，还是在没有任何山东解放区以外军队接应的情况下
3、虽然不是专家教授，但是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再加上自己的胆略，必定成为历史的弄潮儿。
4、补记 毛主席！
5、结合中国近现代史阅读，搞懂毛先生是如何做政治工作的，将会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籍。调查-分
类-抓重点-理顺序-坚持-再坚持-整顿-再整顿-谨慎乐观-迎接胜利。
6、老毛写文章还是非常厉害的
7、没读完，太深奥了我现在还用不着那么腹黑。
8、英雄豪杰必读
9、时隔7年再读。
10、我只希望评论毛主席的人，认真读一下毛选，了解一下毛主席。
11、读了还是挺多遍，挺好。不过重点也就是那么几篇文章。
12、比起现在的领导人讲起话来势必拿腔作调，老毛的语言不知道浅显了几万倍。一句顶一万句。不
过，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卓越上卖三个版本的？我看到同样是第一卷、同样是一个时间出版的，页
码不同、定价不同。
1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14、思想！
15、毛主席的著作值得一读
16、读完之后为太祖鸣不平
17、经典，小时候读这些东西纯粹是死记硬背，现在读起来有很深的体会，应该认真看看，反复看，
对人生和事业大有帮助
18、能标记四本么-0-
19、我强烈的建议你们的包装可以不可以换换啊
20、外公留下来的书，嗯，大夏天在树荫下看完了⋯嗯，我又红又专（严肃脸
21、敬仰伟人，就去读他的书！不要评论，因为谁都没有资格！
22、这是一部关于如何结合实际思考的书
23、祝福快递老师，感谢您为社会传递信任与真诚，双11您辛苦了，感谢亚马逊中国！对作者他老人
家永远不变的尊敬，叹，世人有几人是真正明白他老人家的心呢？也许，他老人家不需要谁明白，因
为宇宙的一切永远都无定论。。。
24、他年轻时的思想理论确实很好
25、矛盾论，实践论，中学生都能看得懂的哲学，很有用！对我帮助极大
26、好书，是中国人都得看！有些篇章还须常看！
27、不得不说，毛泽东真的很伟大。。读毛选可以学到很多，不过看多了我想做数学题！
28、挺科学的 战略指导的适合看看
29、确实精辟
30、有思想的哲学
31、很好的学习读本
32、老毛的精萃‘实践论’与‘茅盾认’，值得收藏！·
33、很好很喜欢发货速度很快
34、无比牛逼，相见恨晚~
35、在没有读这本书以前总是以为政治的枯燥乏味，在我接触以后才发现，伟人的著作是那么质朴简
单。在今天的时代已然有很实用的价值。经商，为人，做官都可以读读。文字的简单小学的水平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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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看懂。建议大家好好读读。
36、毛泽东选集
37、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38、必读
39、主席的文章妙在开门见山，一点就通。有些人觉得选集里的文字有些粗糙，其实不然，主席的文
章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对象而作，因此不是采用了卖弄文笔、掉书袋子的写法，这点很重要。革
命不是谈谈而而已，而是要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实践。
40、看完毛选一的几点感想：1.高祖年轻时确有才略，对于想做什么，在做什么思路都非常清晰，但
也不乏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情怀;2从中也可以看到共党擅长的前后冲突但却能自圆其说的诡辩。
41、最喜欢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42、很小一本，没事翻翻看挺好的
43、最初是为了读其中一些章节买的，看了以后不得不被毛主席折服啊~~~难怪一个国家要跟着毛泽
东思想啊
44、特别是第一篇
45、成功利用当年上专业必修的时间看完：这书不必买，放家里都觉得脏。看过就算了。
46、每个湖南人心里都有个毛泽东，对他的思想却又了解多少？还是再多读读原著吧。
47、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简单的语言，朴素
的话语，如果可以时时事事做到，工作、生活也就成了。也只有感情例外吧。说不定呢。
48、不服都不行。
49、买书买的郁闷了
50、一直都认为鲁迅、毛泽东二人实为中国的伟人！《毛泽东选集》主要有三点：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独立自主。
51、真理需要用眼看，用心学，用手脚去实践，光听带路党和脑残粉五毛的都太片面。
52、给朋友买的，纸张还行商品外包装坏了，一定程度上把书弄坏了。
53、符合要求，主要是买来配给图书馆的
54、很好，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55、诋毁谩骂他的人可曾知道，第一代屠龙勇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争取哪些人的哪些权利？自以为
自己思想独立没有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洗脑，疯狂批判，却不知道这才正是某些人需要的政治正确。
56、我想说的是，这本书的内容是没得说的，关键是包装严重有问题。盼星星，盼月亮。邮局通知我
去取货，我收到的货包装纸箱都压扁了，打开箱子书也破损了，还有泥巴灰，很脏啊。我到底是买的
什么东西哦，我就不知卓越的工作同志在干什么，你们良心何在？换个角度，如果是你们自己买的东
西被搞成那样，心里是啥滋味。软软的一个包装，肯定会烂。我也是卓越的一个老客户了，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在卓越买东西了。而且像我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卓越不止一次次地伤透我的心（前几次没
这么严重，我也没吭声也就算了）。我以后宁肯上新华书店去买书，我也有钻石卡可以打折，这样算
下来，新华书店贵也贵不了多少。而且还可以挑选满意，不至于有破损书，脏书等现象出现。
57、大学时读了毛选。第一遍读起来很懵懂，待到后来看了高华的文章及其它的史传，每每勾起之前
读过的文句，毛骨悚然。同一本集子，多少人读出了毛真正地心思呢？
58、好书，一知半解。
59、我最喜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篇，其次就是《矛盾论》。
60、实践。
61、经典之作
62、未看，应该不错吧，书还好
63、质量可以，字也比较清楚就是手一摸，脏脏的
64、笔锋犀利，一语中的，剖开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一流。就作为一个长期学习法律，使用法律的人来
说，时过境迁毛的某些文章只能说太过激进，但是毛的才华是我们无法企及的。
65、品相好 理论深刻 切合实际 浅显易懂 深赞
66、读书人真应该好好读读。
67、毛泽东思想光耀千秋！
竟然读完，可惜第五卷得上网去找，并且也知道了为何不出版的原因，可惜可惜。可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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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68、我听说有哥们儿18岁前读完马恩列斯毛的，我今年徒长20岁啊。不要带着偏见去看书。
69、今天在图书馆泡了一天，看了《矛盾论》、《实践论》和毛泽东人物传记，明天下午马哲史得上
台讲《矛盾论》，现在觉得不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弄清楚就去讲矛盾心里感觉还是挺不踏实的。
70、毛真是天才，本书仅《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雄文，就足以使后人受益良多。
71、毛泽东的著作一贯秉持着思路清晰，有理有据的风格并且用老妪能解的简单文字来叙述，他的文
风影响了我党历来发布的文件的叙写方式。他的文字是活泼的，不是干巴巴的，每一个字词都透露着
为我所用的自信。读他的文字能给人极大的鼓舞，这也是领袖文字的煽动性吧。想想世界的变化真的
很大，当我们今天讲论他的时候可以直呼大名：毛泽东，而不用小心翼翼地称呼：毛主席。这样一个
称呼的变化是三十年人间的风风雨雨。
72、表面很烂，不知道是运输过程中弄的，还是本来发货的时候就是那样。
73、佩服毛猛男的思想。好书
74、中国几千年历史智慧的集大成和巅峰之作
75、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76、湖南农民运动考擦报告，奠定了毛泽东后来的成功。谁了解中国农村，谁能赢得广大中国农民的
信任，谁就能为中国发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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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细细品读毛主席的著作，常常让我抚卷长叹，他的文风、思想是那么的深刻
，深刻的让人欲罢不能。即便当把其中的片星道理应用于实践，也会让我得出很多茅塞顿开的感悟。
这不是虚夸，片面的孤立的读书，显然不会有真正的心得，只有结合那个时代背景，只有联系你的生
活工作实际，你才会懂得，毛选是一个宝藏，是一个助你你成长的大师。
2、领导交班，忙里偷闲，重温毛选。发现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实践精神、问题意识和斗争哲
学，这三大特点。各有所指，又相互包含。在毛先生的视角中，问题是连接实践和斗争、事功的关键
，问题的确立来源于实践中的矛盾，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斗争的手段。毛先生习惯于，到现实中寻找
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用理论来深化问题，总而言之，围绕问题来推进实践，围绕问题来寻找规
律，确立理论，自成一派。可以看出，毛先生在态度上秉持主动、自我、斗争，是中国传统儒家入世
思想和实学思想的继承人；在方法上强调实际、实践、实用，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信徒。对毛先
生的思想也还有其他观点，李泽厚在讨论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认为：动、斗的世界观；贵我的道
德律；通今的实践论，是其三大特征。这些内容都值得研究，因为依靠他们成就了毛先生的事业，但
也因为这二者都没有重视、包含民主、法制等因素，也造成了毛先生在民主、法制建设中的巨大遗憾
。怎样在这其中，更好地重视并推进民生幸福、自由权利、法制保障，更多地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多元文化，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期盼，更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在方法这个层面，其分析现象
、解决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尤其值得重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应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中，毛先生提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给出
研究问题的不二法门——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具体来讲，就是要用马列主义去的矢去射中国革命这
个的，就是要研究客观事物，发现其内部联系和规律性。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都必须以准确掌握情况
为前提。毛先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积极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明确指出“调查就是解决
问题”（《反对本本主义》1930.5）。“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
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向天。⋯第二是开调查会
。⋯必须有调查提纲，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农村调查》序言1941.1）
深入基层蹲点，座谈调研，这样一些好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发展。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自己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
为群众的行动，化作改造世界的力量，从而将自己的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对于实践，中共
党人有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毛先生已经将实践——内化为自觉的
意识，外化为积极的行动，固化为一种精神气质。“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整顿
党的作风》1942.2）。“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导向”（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1942.5）。为了实践的需要，学习被提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指导实践的理
论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学习的目的是更好的实践，另一方面，实践也是学习的形式之一。在这个意
义上，学习成为直接沟通实践与理论的桥梁。因此，是否有良好的学风，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毛
先生将学风作为党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全党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要求，并大力倡导“理
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并作其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对于知识，毛先生始终是将其放在实践之
中来认识和评价的，知识的价值，是以实践功效来评判的，并不认可知识本身的独立价值。因此，对
知识分子也是始终有所保留，甚至是轻视的。毛先生的斗争哲学，已经有太多的研究，无需赘述。“
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可能是其斗争哲学的最
好注脚。这些论述，和自己所赞赏的——需求意识、问题意识、项目意识，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可以
通过两者并参，来进一步建立与巩固、实践并深化这些观点和方法，从而更好的解决，人生意义上的
，事功实绩上的，或是社会交往中的，种种的、当下的实际问题。录《毛选》《反对本本主义
》1930.5：“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的技术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
论时的调查；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注意的应用。”“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
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导向。” 《农村调查》序言1941.1：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
要只是昂首向天。⋯第二是开调查会。⋯必须有调查提纲，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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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整顿党的作风》1942.2：“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1942.5：“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
反对党八股》1942.3：党八股的八条罪状：1.空话长篇，言之无物⋯看饭吃菜，量体裁衣，关键是看内
容⋯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语言要丰富，向群众学
习，向外国学，向古人语言中学。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
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1：“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
织者”《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6：“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指在一般的普遍号召
基础上，必须进行具体的个别突破，以取得经验，推动工作。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指在组织
上要发挥领导骨干的作用，还要发挥群众的作用；在思想上，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
去）
3、心目中最经典的书，没有之一，涉及内容广泛、战略、宣传、组织、领导力、工作方法，一句话
如果你希望自己提升点软能力，推荐还是多少看点，关于市场分析的参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关于战略、分析敌我发展的请参看”论持久战”，关于组织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八股”
“改造我们的学习”哲学类“实践论、矛盾论、”工作方法“延安会上的讲话，建议和韦尔奇的”赢
“和影响力系列书一起看，其中影响力的作者对毛主席倍加推崇，当然因为他的很多理论是从毛主席
的实践中得出来的。
4、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至此，《毛泽东选集》已经收录了毛泽东从1927年6月
到1957年11月的主要文章。第五卷的《出版说明》里说“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但是，由于政治
气候的变化，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还只有这五卷，而且第五卷还只出了一版就绝迹了，1991年发行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只有前四卷。当年被全国人民奉为圣经的《毛泽东选集》，如今已经几乎被遗
忘了。我在三年前开始读《毛泽东选集》，当时读的是电子版。一年前的寒假，我回到家，在杂物横
陈的库房里终于找到了冷落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纸质书，一到四卷，1968年出版的，封面是白皮红
字，中心有一颗红五星。这四本书至少在灰尘下静静地呆了30年，散发着很浓的霉味，甚至还有老鼠
留下的痕迹。今年在旧书市场上又买到了第五卷，版面和前四卷完全一样。至此，公开发行的五卷本
终于凑齐了。&lt;图片1&gt;政治气候变了，毛泽东时代永远过去了，我们还有必要读《毛泽东选集》
吗？很有必要。一、研究近代史，《毛泽东选集》是绕不过去的文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又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杰出的才能，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集中代表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选集》第一篇《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便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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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早之后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中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统一战线”，都和这句
话分不开。《论持久战》不光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理论，还指出
了中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号召“为永久和平而战”，而且根据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详细
描述了对日作战的具体方法，尤其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就是按照《论持
久战》的设想来打的。读《毛泽东选集》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我们的近代史老师
给我们开的书单里竟然没有它的影子，真是难以理解。二、毛泽东是革命导师，是开国领袖，他的理
论和思想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早在抗战中期的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
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1949年6月，毛
泽东做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全面详细地论述了统一后的建国路线。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
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反右”的原因都能从中找到理论根源。而延续至今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都能在《选集》中找到源头。王奇生教授说：“我研究共和国史，总觉得缺
点什么，研究不下去，于是往前推，研究解放战争史，还是有问题，又往前推，研究抗日战争史，还
是不行，直到前推到20年代，很多问题才解决了。你要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中共过去的革命
历程。”三、毛泽东是个争议非常大的人，崇拜者多，辱骂者也多。这两类人的观点往往完全对立，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的原文，仅凭着道听途说来的零碎
信息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知半解，就敢妄加评论，这样的评论一般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单纯的情绪发
泄。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如果能静下心来，完整地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再来评论，必然会客观、冷静
许多。四、毛泽东是个当之无愧的伟人，他的雄才大略和人格魅力在《毛泽东选集》里表现得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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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其书，沐其风，身受熏陶，自己的性格特点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山西大学军事理论教研室特
聘教授倪宁说：“读毛泽东的书，能补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
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第二卷《论
联合政府》）“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第四卷《别了，司徒雷登》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
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五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些话每次读起来，都能
感到一股热流在胸间涌动。五、毛泽东的文章是现代汉语写作的典范，文学价值很高。毛泽东的文章
，简洁流畅、平实易懂，多格言警句，气势磅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一
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
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了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
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
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近代的文学史上理应占有重要
地位，这是无疑的。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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