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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毛泽东札记》呈现的，是毛泽东读书做人的内修之道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怎样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
他深厚的主观素养和非凡的历史功绩有什么联系？
怎样看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毛泽东是如何从前人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
　　他是怎样知人善任、重视人才的？
　　他怎样评点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干部？
　　他为什么重视培养党内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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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
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多年来从事尾泽东和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和影视作品多次获中国图书
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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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毛泽
东早年的思想风景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
怎样确立的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韩荆州”在哪里?一封电报的解读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之
后“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从山水诗人到造反诗人到造反诗人——毛泽东读评谢灵运两
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器识为先——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参政言政“务虚”之用“看得
到，抓得起”——毛泽东1959年初做的一件事“只唱一出《香山记》”感悟七千人大会的开法  行文言
事的繁与简    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    团队核心人物的凝聚力“出主意，用干部”毛泽东评点党内
重要领导干部    “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看
叶剑英的“大关节”        毛泽东·格瓦拉·游击战        毛泽东的几个九月九日        《毛泽东文艺论集》
答问录          诗雄不一般                毛泽东之读书              从北往南看毛泽东            领袖故里和领袖文化    毛
泽东和党史题材纪实作品的虚构问题      搏击与新生——读电影剧本《毛泽东，1922》    历史旅途中播
下的心路风景——序《诗人毛泽东》雪地一片天——序《毛泽东的诗词世界》      搜藏出来的学术空间
——序《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毛诗”研究的“美学突围”——序《鲲鹏之路》1996年有关毛泽东
的书籍随想        我看“毛泽东热”        邓小平性格及其决策的几个侧影邓小平和他的三个军事“搭档”
 视察背后的历史含量        心有所系。
方事有所悟——邓小平读两篇外电引发的思考永远年轻——有感于邓小平的一种精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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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个“问题研究会”虽然没有如愿办起来，但《章程》彰显的“问题意识”，及其列举的认为
应该研究和解决的大量“事”和“理”，却记录下青年毛泽东一段值得咀嚼的思考轨迹。
《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的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
术诸多方面。
有的问题比较宏观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普通选举、国防军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经济自
由、教育普及、孔子研究、东西方文明会合等等；有的问题则比较微观具体，如不搞惩罚式教育、私
生儿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职年薪、茶产改良、清丈田亩、退回庚子赔款等等。
有的问题比较现实和迫切，如大总统权限、新旧国会、废除各省督军、司法独立、劳工住屋、劳工娱
乐、勤工俭学、编纂国语教科书、恋爱自由等等；有的问题则不那么现实，不那么迫切，甚至与当时
中国社会的改造关系不大，如裁军、外债偿还、币制本位、海外贸易经营、海洋自由、爱尔兰独立、
重建东部法国，以及飞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天山，在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个海峡开凿通车隧道
等等。
从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的时间看，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些事和理，明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的影
响。
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毛泽东便认识了胡适，且多有来往。
胡适在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
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认可。
李大钊在8月17日《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
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
”这个观点，想必毛泽东也看到了。
但他并没有介入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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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多年来从事毛泽东和党的文献研究，除正式编研项目外，偶尔也写一些有关毛泽东的随笔性文字。
集纳成册，因无主题贯穿，故名“读毛泽东札记”。
毛泽东确实像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阅读。
这本札记，反映的就是个人随兴而至的阅读体会。
因写于不同时间，起于不同缘由，面向不同对象，文风难免驳杂。
有的篇章，作了一些修改校订，并附上几篇写邓小平的随笔。
这些，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三联书店的李昕、朱竞梅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王为衡同志，给了热情支持，
做了大量工作，特以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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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毛泽东札记》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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