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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内容概要

这本小册子的编写体例，基本以毛泽东的读史批注为标题，以时间为顺序。为便于阅读，我作了些粗
线条的归类。
    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本小册子是以毛泽东读史批注和有关内容为主题写成的。毛泽东酷爱学
习，一生有很多的读书批注，自然不限于读历史书籍。比如，毛泽东读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
崔使君序》及其诗文的批注；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评议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对中国古典文字范
畴的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但因批注中涉及到对于古代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历史背景和史学研究的
方法问题，与史学有一定联系，故将这些批注的文字，一并收入书中。我希望《毛泽东读史》不会给
读者造成毛泽东只读历史不读马列的错觉；相反，相信读者会从毛泽东读史批注中，看到他老人家研
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得到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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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作者简介

张贻玖，中宣部离休干部。山东蓬莱人，大学肄业，1948年参加工作。曾在四川《川南日报》、中华
全国总工会、人民出版社工作。1982年由中宣部借调到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著有《毛主
席的书房》、《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毛泽东和诗》、《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
毛泽东评点唐诗300首》、《广读天下书》。

Page 3



《毛泽东读史》

书籍目录

毛泽东，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从故居史学藏书中看到的⋯⋯毛泽东爱读哪些史书？毛泽东怎样
批注历史人物？毛泽东批注的历史战例毛泽东的“古为今用”几例寄史学家以厚望全党都要“学点历
史”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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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毛泽东酷爱读史，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而这些批注却鲜为人知。毛泽东读史批注妙语联珠，风
趣而有哲理。在这些批注中有他某些思想观念的雏形，流露着他的感情和性格，展示了一代伟人毛泽
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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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编辑推荐

本书介绍了毛泽东同志读史批注的有关内容文字，这些读书批注不仅涉及历史书籍，也涉及诗文、古
典文学以及对历史人物、事件、历史背景和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等等。从这些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到
毛泽东他老人家研究历史，评价历史文物和事件时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得到启发和教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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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精彩短评

1、“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读史重在能够“去其遮掩，明其真相”，读正史特别需要如此。观
毛主席的读史评品，受益匪浅！
2、为写论文再看中啊
3、这本书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主席是怎么读历史书的,很有收获,不错.
4、刚收到两天，看了近一半，书写的还不错，只是感觉不太详尽，当然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知识太丰
富了，另外我这本胶装不好，一翻下面就开胶了。
5、有一本自己从报纸连载剪辑而成的，这本是收藏了
6、没看完，也不好说太多。
7、自己本来就有一本《毛泽东读史》，那是一本用报纸的连载剪下来并装订在一起的，是92年的光明
日报，从那时起每年都要把自己“出版的”《毛泽东读史》看一遍。这本书对我的读书习惯影响很大
，现在看来自己的好多习惯都是从那里潜移默化来的。现在虽然有了正规出版的，而且内容更全面，
但只是作为收藏，还是喜欢看自己整理的，毕竟是我的珍藏本啊！
8、主席读书是让人钦佩的，同时也让人忧虑，似乎有些爱的偏执。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幸亏出了一位
爱读史书的军事家，政治家。可是我不得不总是遗憾如此天才，在晚年却留下了一些错误，同时给近
代中国历史摸下阴影。但是还是要像毛主席读书的劲头学习：1、不动笔墨不读书2、好书要多遍看，
会有更丰富的收获3、书架、床、写字台是卧室必备的。4、历史=读史书，读传记，读小说，读地方
志这本书我并没有看完，就放下了。确实后半部分不太感兴趣了。我最近对中国历史不是很感兴趣，
实在没有兴趣看《二十四史》或者《资政通鉴》，目前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伟人的传记，尤其是文艺
复兴时期欧洲关于科学、艺术、哲学方面那些对现代社会具有显著影响的人物传记。而中国历史对军
事家、政治家有很多吸引力，而我总是觉得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导致儒家之后鲜有真正有对人类发展
有正面积极影响力的人。如果对中国历史非常有兴趣的人，应该看看这本书。
9、刚开始看觉得没什么内容，静心读下去，细细品味，我感觉受益匪浅，感觉到自己知识的匮乏。
而且也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
10、这本书从毛泽东读历史的角度上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一生勤奋读书的过程。绝对值得一读！
11、此书实在一般，颇觉言之无物，既没讲清历史，又没讲透毛的思想。文笔也一般得很，挂个名头
大得很。买了后悔了。
12、毛泽东就是伟人，为人的习惯可以好好学习借鉴。毛主席是一个真正无私的无产阶级导师，晚年
他知道被人利用了，但是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想通过最底层的人民来监督政治体制，实现理想的均贫
富，杜绝社会财富差距的拉大。可他过高估计了人民力量的正面作用。在人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低，整
体素质还非常一般的情况下，给与人民的权力太多反而会被别人利用，这实在可悲，也因此大大损害
了老毛的声誉。这有老毛的认识错误问题，更是我们劳苦大众对不起老毛的一面。唉。。。但是，在
毛主席要走的时候，他的本性和智慧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知道不能交权给四人帮，虽然有他的老
婆江青、他的得意弟子王洪文；他也知道应该交给邓，可是不能直接交，因为那样会兵变动乱；他选
择了最好的缓和的做法，他交给了华同志，目的就是让华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华果然不负所望，先
配合邓邓干掉四人帮，又顺利交接了最高权力。可是，邓的摸石头过河改革，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
需要不断实践摸索，虽然确实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国际战略定位不清楚，
导致政治腐败严重、资源消耗过快、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精神文明丧失，可以说代价巨大！简单说，
这些年我们疯狂卖了多少资源啊，现在的资源又是什么价格；我们的政治腐败多么严重啊，如何纠正
？！大众的价值观又是怎样，如何提高全民素质！！！不说了，多看看老毛的有关东西，他老人家的
很多好的习惯和思想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
13、我觉得还是买毛泽东选集比较好，不过这本书很适合想学习的人！
14、对《毛泽东读史》的评论--很失望，作者的历史常识太匮乏，实在愧对“读史”二字 。作者是中
宣部老干，你不能期待在此书里面读到“独立”的见解，基本是简单的罗列一下史料，若非有特殊身
份的关照可以接触到太祖手稿并附在书中，实在不太值得一读。
15、有一本中国友谊出版的，又买一本。
16、好书，史实详尽，内容新颖。正慢慢研读。
17、在书店看到这本是后，就喜欢上。看了之后 就上网买了这本书对主席对历史的解读 看发 等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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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很好的整理对主席的思想 有的近一步的了解 受益匪浅！
18、学习毛主席，多读书！作者是个老同志，阶级斗争的观念太重，这点上有缺陷。
19、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有点枯燥,不过坚持读下去后,发现学到的倒不少
20、一代伟人读史方法，书很好，印刷质量很好，超值
21、一本没有任何帮助的书，实在是不能令人感到有用。
22、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
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23、早该料到了。退休老干部的书不能看。引以为戒。
24、东西太少
25、看完这本书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又在当当上买了一堆书中提过的书哈哈
26、可以看看，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27、了解毛泽东的读书历程，学习毛泽东的读书精神
28、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马上订阅了毛的其他书籍，真的值得一看，值得学习
29、毛泽东更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又是什么造就了他的成就呢？就像李嘉诚自己说自己有时势造英雄
的成分在里面，毛泽东则更是了，他们包括很多相当有成就的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书
读的多，真差不多是手不释卷了，利用书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在实践中增强自身的能力，进而武装自
己的头脑。我也该读中国历史啊，该读。
30、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从小就是我的偶像。看看人家的态度，人家的持之以恒，就知道他为什么能
当主席了。
31、读史明志
32、又是个没文化的写的。沾了伟人的光了，起了这么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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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精彩书评

1、主席读书是让人钦佩的，同时也让人忧虑，似乎有些爱的偏执。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幸亏出了一位
爱读史书的军事家，政治家。可是我不得不总是遗憾如此天才，在晚年却留下了一些错误，同时给近
代中国历史摸下阴影。但是还是要像毛主席读书的劲头学习：1、不动笔墨不读书2、好书要多遍看，
会有更丰富的收获3、书架、床、写字台是卧室必备的。4、历史=读史书，读传记，读小说，读地方
志这本书我并没有看完，就放下了。确实后半部分不太感兴趣了。我最近对中国历史不是很感兴趣，
实在没有兴趣看《二十四史》或者《资政通鉴》，目前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伟人的传记，尤其是文艺
复兴时期欧洲关于科学、艺术、哲学方面那些对现代社会具有显著影响的人物传记。而中国历史对军
事家、政治家有很多吸引力，而我总是觉得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导致儒家之后鲜有真正有对人类发展
有正面积极影响力的人。如果对中国历史非常有兴趣的人，应该看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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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

章节试读

1、《毛泽东读史》的笔记-第18页

        应当吧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看来我得反思啊，其他的部分比如玩乐，其实对于一个人没有什么提交，有人说为了社交而玩。可是
我想问，真正需要你通过陪玩方式社交的，有多少呢？纯粹的交际，恐怕不需要玩乐吧。还是说你只
是给自己找借口呢？

2、《毛泽东读史》的笔记-第4页

        随着工作的开展，······这些批注隐藏在他度过的古今中外万卷书籍中，接触到的人极少
。
所以我突然觉得，有独到的眼光很重要，这种眼光侦探们有吗？也许有，福尔摩斯原书里他为了断案
而伪装成各种职业，其中就包含了他眼光的体现吧。
所以我又在想，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发现这么一个了解伟人的捷径呢？

3、《毛泽东读史》的笔记-第2页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战士们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
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成功的道出了所有懦夫们自欺欺人的丑态与心理。

4、《毛泽东读史》的笔记-第3页

        1982年初冬，当我第一次进入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大门时，······的崇高敬意
让我想起了 《福尔摩斯》的演绎法 看来通过任何事物都能看出 或能还原此地发生的事，这是侦探必
备的嗅觉。

5、《毛泽东读史》的笔记-第1页

        “毛泽东不是历史学家，胜似历史学家。”
这句话让我开始想，看来专业的研究者不一定对该专业的了解程度超过非专业的。
这就又牵扯一个角度的问题，我们看问题，要学会转换角度，从问题相关的所有角度去了解问题本身
，分析问题本身。

之前我一个同学说过，记得很深：分析问题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于是乎，也许答案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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