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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纪实（上中下）》

内容概要

《毛泽东人生纪实(套装共3册)》记述了毛泽东从出生到学习、交往，到参加革命，领导革命和领导国
家建设直到辞世不平凡的一生。书中多侧面、多层次、立体化地再现了毛泽东早年的成长见识，参加
革命后的经历，和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后的历次种种曲折和成功，也展示了我国近代从革命和解放到建
设各个历史阶段的大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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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纪实（上中下）》

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
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
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
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
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
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
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
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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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纪实（上中下）》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立志救国救民（1893-1920）  历程    早年岁月  交往    “过激派”老师——与李漱清    “没有他
，我只怕进不了洋学堂”——与李元甫    同窗好友，情深义重——与周世钊    一代师表启后昆——与
徐特立    师友之交——与黎锦熙  珍闻    农民的儿子    家有“两党”    读经书和闲书    “学不成名誓不
还”    投笔从戎    “时事通”    “游学”——读无字之书    “二十八画生”征友    智退北洋兵    深情杨
开慧    勇斗“张毒”    主编《湘江评论》    受陈独秀的影响第二编  坚信马列投身革命（1920-1927）  历
程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党的创始人    领导湘区工人运动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领导农民运动 
交往    真挚的友谊——与蔡和森    忘年密友——与何叔衡    存异求同赤诚相待——与李立三    瑞金告别
竟成永诀——与瞿秋白    “你去当这面旗帜吧”——与茅盾  珍闻    辗转数地的中共一大    六到安源    
智斗赵恒惕    领导平粜斗争    “农运王”    当了十日省委书记第三编  独立自主开辟革命道路
（1927-1937）  历程    领导秋收起义    落脚井冈山    星火燎原    分田分地真忙    打破敌军三次“围剿”   
身处逆境    长征    奠基西北  交往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与彭德怀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与陈毅    “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与张闻天    “他是有大功的人”——与王稼祥    “国有疑
难可问谁”——与罗荣桓    战友贵相知——与叶剑英    “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与徐海东    
从井冈山一起走进新中国——与谭震林  珍闻    首举红旗起义    死里逃生    结交绿林    下山领回革命军   
高唱《国际歌》    “毛司令”    对！要党章不要家法    被“开除”党籍    挽救“八月失败”危局    毛泽
东“讨饭”吃    大年初一“割尾巴”    取信于民    屈受“严重警告”    又受“警告”    朱毛不能分    被
误发讣告    保住萧劲光的命    逆境中仍为党分忧    “得意之笔”    救了贺子珍的命    林彪“你懂得什么
？！”    与战士同甘苦    “刀下留人！”    批洋顾问的“战略”    “靠总结经验吃饭”    “以发展求巩
固”    见第一位美国记者    赶毛驴上山第四编  发动全民族抗战(1937—1945)  历程    实行全面的抗战路
线    坚持持久抗战    “六中全会决定中国之命运”    打退反共高潮    延安整风运动    大生产运动和组织
起来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赫尔利的谈判与图谋    主持召开中共七大    指挥对日寇最后一战  交往    
永恒的情谊——与贺龙    “我在延安，就是靠萧劲光吃饭”——与萧劲光    “创造的模范”——与王
震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与丁玲    难得是诤友——与李鼎铭    同坐在一条木板上——与
陈嘉庚    爱国情真借图良晤——与卫立煌  珍闻    “老革命”也得依法论罪    张国焘叛逃    会见白求恩   
带头开荒生产    《新民主主义论》的诞生    听到骂声之后    做枣园普通居民    当众赔礼道歉    黄炎培延
安之行第五编  指挥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1945—1949)  历程    重庆谈判    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撤离延安    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决战时刻    指挥大决战    将革命进行到底  交往    “刘伯承打仗
是有功的”——与刘伯承    最难忘处是真情——与聂荣臻    “你打仗越来越有瘾了”——与陈赓    “
你一仗比一仗打得好”——与粟裕    神交已久——与张澜    共谋国是缔友情——与李济深    相知在危
难携手日同行——与冯玉祥    相遇贵相知——与张治中    “我们能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与傅作
义    “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与程潜  珍闻    深入虎穴    送子学农    “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
国”    铸造人民的铜墙铁壁    决战沙家店    惜别陕北    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大决战    会见米高
扬    进京赶考    打倒贾桂思想    “风物长宜放眼量”    也有“三怕”    访故友第六编  确立社会主义制
度(1949—1956)  历程    为新中国奠基    建立地方政权    整顿旧经济秩序    出访苏联    维护祖国主权    抗
美援朝    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分子    发动“三反”、“五反”运动    改造旧文化    反对高饶    制定过
渡时期总路线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交往    “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与华罗庚    发展中国的航空技
术——与钱学森    “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打得不错”——与李四光  珍闻    “人民万岁！”    “我
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知国情，倡勤俭    礼回居民    治淮解救人民    按月亮规律办公    惩治腐败斩刘
张    与齐白石“争画”    不寻常的乘客    恋雪    信任警卫员    任第六位老师    三当月下老人    礼品交公  
 吃羊肉泡馍    拒受“大元帅”衔    极目楚天舒第七编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1966)  历程    论十
大关系    主持中共八大    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论”、“再论”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整风反右    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指挥炮击金门    平息西藏叛乱    庐山风云    调整国民
经济    召开七千人大会    开展社教运动  交往    六十载诗书情——与郭沫若    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与李达    “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与谈家桢    石油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与王进喜    “
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与董加耕  珍闻    投荣毅仁一票    宽容待人    “五不怕”    要了解真实
情况    “按我的生活习惯办”    入戏    看都江堰    吟就《送瘟神》    “我自己来”    从善纳谏    回敬大
国沙文主义    “我就是不怕鬼”    未了却的愿望    与人民共渡难关    简朴生活中的“奢华”    “谁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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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纪实（上中下）》

是毛泽东的女儿”    “人要是不吃饭就好了”    找回失散多年的“孩子”    还章士钊的债    毛泽东的稿
费第八编  最后的十年(1966—1976)    历程    发动“文化大革命”    九届二中全会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    
掀开中美关系新的一页    共谱中日友好新篇章    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发展核武器    “解放”老干部
   阻止“四人帮”组阁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巨星陨落  交往    “罗瑞卿反对你，还没反对我嘛
”——与罗瑞卿    放手使用关爱有加——与许世友    “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与杨振宁    “恰同
学少年”——与李振翩  珍闻    欢迎李宗仁归国    “我是无产阶级”    从容面对手术    “讨嫌”个人崇
拜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留下的遗憾    在最后的日子里    “毛粒子”编后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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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纪实（上中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
是文七妹。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
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这
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十五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
——即每人七担左右——有二十五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
买了七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十岁时家中有
十五亩地，一家五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七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
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
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
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
动。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
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
这个时候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
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
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时曾经
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
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
概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
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
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
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
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
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
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
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
。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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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纪实（上中下）》

后记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探寻伟大复兴的历史上，涌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而毛泽东同志
以其大智大勇、无私无畏、高尚的人格和无穷的魅力，成为这群民族英雄中的佼佼者和最优秀的代表
，一直引起无数中外人士的景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以其独创性的贡献，谱
写了壮丽的篇章，使马克思主义这个由一个伟大的德国人在19世纪提出的伟大理论，在世界的东方扎
下了根、结出了硕果。如今，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由他开创的伟大事业也进入了一个
又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呈现出无限的勃勃生机，但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生平和业绩，仍然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所谓“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特有的毛泽东情结的一个生动描述
。因此，完整地了解毛泽东、准确地认识毛泽东、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是人们的渴望，也是党史学界
、思想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
这一愿望，我们尝试着选编了这本《毛泽东人生纪实》。    如何让读者认识真实的毛泽东同志，是一
个颇值得思考的大问题。读者从本书的名字中不难理解编者的意图。但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涵盖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既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在晚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评价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难度。好在1981年召开的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
题作出了决定，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同志提供了指导方针。但西方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
国内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些人总是置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于不顾，对他晚年出现的失误过分渲染，给
人们科学、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同志带来了不应有的干扰。有的人借口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推行了新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无视具体历史条件的局限，对于毛泽东同志的生
平和业绩作了某些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有的人运用一些道听途说的甚至是毫
无根据的材料，肆意诋毁毛泽东同志伟大光辉的形象。所有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也是应该加以澄清
的。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了解。也是出于党史文献工作者的
责任和义务，我们对于如何以更客观、更生动、更科学的视角全面反映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伟大贡献，
作了深刻的思考。本书就是严格遵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精神，从大量有关研究毛泽
东的出版物中，收录毛泽东同志的战友、朋友和其他中外友好人士撰写的回忆以及党史工作者(主要是
专门从事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试图完整准确地反映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经过精心的
准备，我们初步完成了这样一本书的编辑工作。    本书分八个部分，试图全面反映毛泽东同志在各个
历史时期为了探索实现民族振兴之路的卓越贡献。而每一个部分又都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主要
方面，试图立体式地展现毛泽东同志是如何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是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
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祉会变革，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之
路的，等等。读者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友、中外友好人士以及毛泽东同志的研究者的精彩描述
中，进一步领略到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伟大之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材料、编者的学识、
本书的编辑方针所限，本书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有些事迹可能有所遗漏或者以本书编辑的形式暂时无法
反映，一些材料的选取也还不一定那么得当。这是要请读者原谅或者批评指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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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人生纪实(套装共3册)》讲述缔造新中国六大领袖之毛泽东——享誉世界的名望，毋庸置疑的
功绩，全面解读毛泽东传奇的一生，领略中华民族智慧精髓的创世之用！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缔
造了一个国家，他是20世纪第一伟人，他，永远活在老百姓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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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质感也很好！
2、买给老爸看的,他很喜欢
3、收到货看了，很不错的一套书，价格不贵，内容很翔实。
4、从下单到收货，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很意外。
书是正版书，做工很好，字迹清晰。
目前正在阅读中，初步的感觉是内容丰富，包含了主席一生很多大事、小事，写法新颖，读起来不枯
燥，建议对主席感兴趣的人购买。
5、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本
书一展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一展领袖的风采。书的记事详细具体，让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我们以前
没有看到的东西。书的体例也很好，按时代编排，每个时代又以“历程”、“交往”、“珍闻”来组
织。但书中有不足的地方：一是图片模糊；二是个别书页有倒装的。提醒印刷厂与出版社注意。
6、一本很好的书，我很喜欢，正版，纸张很好，排版也非常舒服。
7、质量还好，就是没有包装！
8、不错，值得一读。伟人的生平。
9、本套书少发上、中两本，可当当欠书不补，我投诉无门
10、十分好的书呢！
11、值得几代人去研究、学习！
12、书的质量很好，伟人的传记，实在是好，推荐购买
13、很喜欢毛爷爷，书很不错，只不过最后发现书的背后破了
14、了解伟人的一生
15、很有价值，特别是对于现在失去信仰了的中国人。
16、一直想要看伟人的书，这本还不错
17、伟人，回忆录，嗨嗨
18、书里面的图片都是小方块，几乎都看不清楚；内容的写法上还可以，书很厚很详细，但大家都知
道，中央文献编的，难免有失偏颇。凤凰出版社是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凤凰卫视没一点关系。
19、好书，发过来时比较脏
20、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看关于伟人的书！其实伟人也是人，只是做了一些大家认为伟大的事，也许这
些事对于他本人来说只是很顺其自然的事！
21、一直想找一本关于老毛的全面传记。今天找到了。。。要好好看看
22、详细记录了毛主席一生的事迹，是了解毛主席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的一套好书。
23、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缔造了一个国家，他是20 世纪第一伟人，他，永远活在老百姓心中。他
真的值得你去学习。
24、全方位了解伟人的一生
25、内容很是详实，全书以毛泽东本人的口气阐述记叙~~比较主观但也有不少是摘取的其他作品可读
性较强！但价格偏高~！
26、这本书不但对主席一生中个个时期.阶段有一个大概的纪实记录，而且还介绍了主席的很多交往与
珍闻，让我们更加立体的感受主席的同时，也更凸显了何谓真正的伟人与领袖，值得收藏。
27、刚收到，还没看。应该不错。
28、我崇敬毛主席，所以觉得这套书比较纪实，人生部分稍显空泛，读来不够过瘾。
29、爷爷特别喜欢毛爷爷，送给爷爷的礼物，不错！
30、很好，很具体。。。。
31、值得一看，学到很多
32、书的质量总体不错，文字最好，图片稍差。
33、送给爷爷之后，爷爷很喜欢，反复翻了几次，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相比较国内，可能有些珍闻更
真实些，所以很喜欢~
34、很想了解伟人的历史，都买回来与家人友人共阅
35、挺好，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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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质量不错，喜欢读名人传记
37、比较系统的写全了毛泽东的一生
38、这个版本的《xxx伟人纪实》,全是文字，看久了脑壳疼。
39、包装好，质量好，比淘宝上价格便宜。
40、找回儿时的感觉，就是书的上册有点脏，侧面有黑色的污染。
41、冲着出版社买的，应该真实。
42、留作纪念。
43、让我进一步了解伟人
44、实在是太精彩的书了
45、伟人的经历对不同年龄的我们激励不一样，经历得越多体会越深，这将是伴随我一生的书籍。书
本身的质量也不错。
46、认识伟人，了解历史。认识伟人，了解历史。
47、内容嘛在书店已经读了一部分，就想着买了细读并收藏。印刷装订质量非常的好，唯一遗憾的是
，下册的封底被挤压了，看着有点丑。本来想换，纠结了半天，嫌麻烦。
48、非常喜欢看，嘿嘿，
49、纸张质量一般，不过内容不错。
50、还没来得及看，不过当当的一直不错，一直在当当家买书
51、挺全的，需要细细评读~~
52、《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2012年5月3日星期四
1.�“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
个是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的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却不懂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批语，说：“对世界上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毛泽东读过
《六祖坛经》《圣经》等。
2.�毛泽东读书有四多的习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
3.�他常说：“要让学习占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他每天睡眠的时间
很少，像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
书了。有一次，看拿破仑，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没有看完，他却看了三本。
4.�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
一个重要原因。
5.�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根本问题在于，长期脱离实际，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逄先知语）
6.�毛泽东28岁时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纸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
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
7.�1938年春天按照读书日记的记载，每天读书数量一般为20～30页，也有55页，最多93页。
8.�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采取
边读边议，逐章逐节的讨论。
9.�毛泽东本人说过：不要把错误引为单一的耻辱，要同时看作财产。
10.�他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其着眼点就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11.�以东吴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军队高级干部应该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
他说：吕蒙是行伍出生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
当了东吴的统帅。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
12.�“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13.�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
为也。”
14.�“《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15.�“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16.�在70年代，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毛泽东自己在59年（67岁）还在一字一字地学习英
语。他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决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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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至死方休。”
17.�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的主要方
法。”
53、革命的导师，伟人......
54、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55、慢慢读，毛泽东，很敬仰，一代伟人
56、一共三本，挺好的。。。。。。
57、伟人的书应该看看，了解
58、是帮一个老人家买的，听他说很喜欢看
59、完整的看了一遍3大本，觉得很不错，值得读。
60、书太脏了 还是用胶带缠的 擦了半天阿。
61、非常好 。值得一读！
62、印刷质量好，经典，值得阅读和收藏的一套书。
63、“抬头望见北斗星，日夜想念毛泽东”
64、与名人对话
65、送给爸爸的新年礼物，自己没有看，但是看到爸爸拿到书，看书的表情就知道是一本很值得看的
书。
6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这套领袖人生记实丛书共六套:毛刘朱周陈邓,中共中央主席和五位副主
席的人生记实.这套是关于毛泽东.和逢先知,金冲及的&amp;#34;毛泽东传&amp;#34;完全不同,包含了很
多鲜为人知的生活小事.全面展现领袖的光辉人生.印刷装帧纸张排版精美,值得阅读和收藏.
67、作为礼物送给父亲,有详尽的内容.
唯一的遗憾是: 分段分故事讲述,内容不连贯
68、高一借阅。
69、书的纸质和书店的不同，不过内容还不错。
70、老爸喜欢看的书
71、从一个好学上进的少年成长为伟大的领袖，历经千难万险。可惜晚年犯了很大的错误，给国家造
成了巨大的损失。
72、印刷不错 质量很好 正版
73、靠谱的书
74、电视播放的节目当中介绍的，就在网上买一本看一下。
75、帮老公买的，只要是正版，我就没意见。搞活动买的，总的算下来平均38折一套，划算。
76、没看完，比较详实，确实是多方面呈现
77、伟大领袖，我们怀念你的丰功伟绩。
78、内容很详细，有珍闻，历程，值得购买
79、好书，正版的，了解一下历史！！
80、就一个字：好
81、　　中国人民身体力行了毛泽东思想，而欧美人却徘徊不前。原因是欧美民众对毛泽东思想还没
有参透，而欧美资本主义的阶级的范围和实力也较强。工人和农民势力偏小，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还有
一定先进性，能攫取较多财富掩盖社会矛盾。
82、东西不错，主要有历程、交往、珍趣三部分，我主要感性的是历程，遗憾的是历程的部分有点少
，而且价格不菲。
83、5000年来第一伟人毛泽东！
84、此书性价比很高，值得收藏
85、给老父亲买的，他很喜欢
86、故事很真实 很接近历史 记录了伟人的一生
87、书还不错，就是封面太脏，有很多灰尘
88、就是没有包装，送人的时候还要包装一下，感觉麻烦
89、了解一下伟人的生平
90、很真实、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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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集成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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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人民身体力行了毛泽东思想，而欧美人却徘徊不前。原因是欧美民众对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参
透，而欧美资本主义的阶级的范围和实力也较强。工人和农民势力偏小，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还有一定
先进性，能攫取较多财富掩盖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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