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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内容概要

毛泽东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发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探索和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
取得哪些成就？他因何偏离了实事求是这一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最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本书将站在21世纪新的时代起点上，在对历史的回溯与对未来的展望中，以全球的国际视野，阐述毛
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以及世界民族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运动所做的重大贡献，深刻揭示“毛
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构成了“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主义历史的核心，也是上个世纪社会改革以及现代化
历史的核心”的崇高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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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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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001
少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
第二章  /019
从自由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1912—1921年）
第三章  /039
从城市走向农村（1921—1927年）
第四章    /060
建立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到陕北（1927—1935年）

第五章  /086
延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1935—1949年）
第六章  /130
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1956年）
第七章  /181
“大跃进”和国民?济恢复（1957—1965年）

第八章  /212
“文化大革命”，政治挂帅（1966—1969年）
第九章  /246
“文化大革命”，结局和毛泽东去世 （1969—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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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精彩短评

1、像是在读历史书。
2、持全面否定文革论，有点不像左派的手笔呢。作者没什么思想，可以忽略的一本书。
3、一般
4、给老外写的普及读物...
5、太普及。无新意。
6、一看简介和序言就是垃圾，借海外有一堆学术头衔的傻逼来给国内自由派二次洗脑。全篇是太平
洋学会五毛狗的论调，中国问题狗屁不通砖家你好
7、粗线条勾勒的毛的一生，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曲笔只出了问题，大陆的毛传太隐晦了
8、好像删得挺多 最后一章的尾注各种对不上
9、我以为，写史的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不能臆断人物的行为。
也许是读惯了那些标注的密密麻麻的传记的缘故，刚读这书甚至觉得作者写作的态度不够严谨。不过
慢慢读下去就会发现，其实作为了解毛泽东的入门作品，这本书是颇为恰当的。
我发现近年来国内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已经进入了怪圈，但凡中共领导人的传记，没有内幕爆料的差评
，没有作者臆断猜测的差评，黑的不够厉害的差评。似乎一本书不揭示一下这些人内心的阴暗堕落就
不足以出版一样。
读传以自鉴，以省身，以学其善，以辟其恶。所以写传记的人，最好能跳出自己的立场，把当年的事
情和那些细微的线索整理清楚，以飨读者。以此观之，这书除了篇幅太短，很多史实没能整理清楚以
外，大有可观之处。
10、很多地方读起来如同高中课本，但是不矫饰地说出了很多问题，毛的一生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兴起
完成，从毛进入的是整个中国革命进程，应该是有删改吧。
11、是不是有点太简短，毕竟这么厚的书，排版不能这么散啊//发现了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大概是
有删改之处。//我觉得这本书写到最好的地方就是解释文革，但是70年后的文字如同流水账，不知道
是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12、这特么真的就是一中学历史课本的水准啊我擦咧
13、天下谁人不知毛泽东
14、一本没有完成自己预定任务（序言所说）的书。
15、百度百科_毛泽东 词条的扩充版，没有任何细节。要这样能上的话，那我也能上。
16、读起来不太费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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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之前红色封皮那本毛泽东传没有读过，一口气先读完了这本最新的毛泽东传，但是坦白的说还是
略显没有达到预期，从书里推测作者应该2010年完成的。在史料已经非常丰富的今天，书里有重要节
点还是含糊其辞，让人失望。个人觉得在瑞金展开的肃反，42年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事
件。而肃反只一句带过，而整风运动可以说与真正历史想去甚远，丁玲是一个人整风运动中的出名人
物，但不讲刘少奇康生而强调丁玲明显是文过饰非的做法。而作者对于党内的人际关系明显不如中国
自己的历史学家，讲“毛泽东从不像不信任刘少奇那样不信任邓小平”，我觉得是彻底说反了，在整
风运动开始，刘少奇就是毛的铁杆粉丝，刘是毛一手提拔，但可能作者对中国式的一百八十度变脸不
能理解，这句结论是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我不是太了解，作者对那十年的披露还是很不错
的，列出了一些事例与数据，还是比较令人信服。但还是老问题，如果把传记文学当作小说的话，作
者一直在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解释毛的一切行为，仅仅做到自圆其说，我觉得每个事件之间的链接绝
不是作者说的那么简单和流畅。最后一点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应该是错的，文中说毛泽东在新中
国成立后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我绝对不相信，我看过毛选第一卷，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现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基础，而且基本就是原话，所以我不相信毛会说这么低级的错误，就算要表达
这层意思，毛主席也绝对是说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总体讲这本书可以及格，排版很好，图
片也很能说明文意，喜欢毛泽东的朋友可以读一读。
2、按：题中的《毛泽东传》，并非特指这本Karl所写的《毛泽东传》，而是泛指已有和将有的《毛泽
东传》类型化著作。18.5个印张，281页，从厚度上看，Karl的这本《毛泽东传》在厚度上看似乎足够
了。文字版式或许是出版方考虑到阅读群体中会涵盖不少中老年读者，从而采用了较大的行间距和字
体大小。图片在排版上不知是否是为了尽可能地利用纸张，使得图片更大看起来更为直观，采用了鲜
见的超出版芯（大致可以理解为一本书中在版式上首先确定内容所占纸张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内容都
会编排在一个固定的矩形内，以保持版式的统一）。这是在拿到这本书仅从形式上可以有的第一眼判
断，但不管怎样，对于一本书来说，内容始终更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视点。从阐述结构来看，这
本《毛泽东传》整体上并没有采用十分特别的手段，基本以时间的递进为顺序来讲述毛的一生。全书
一共分为九个章节：1.少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2.从自由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3.从城市走向农村；4.
建立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到陕北；5.延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6.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划分
；7.'大跃进'和国民经济恢复；8.'文化大革命'，政治挂帅；9.'文化大革命'，结局和毛泽东去世。除了
第一、二章以外，基本都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较为重要的事件作为阐述划分的节点，力图以相对
中性、客观的叙事者立场来进行阐述。当然，毛也都是这些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如此的阐述结构，看
起来似乎可以有所建树，些许期待却转化成的是略感失望。在具体的内容叙述上，这本书稍显有些概
括，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自己的概述。诸般种种就会导致书中的不少内容对于受过高中历史教育的学
生来说都十分熟悉，在内容的新颖程度上显得十分有限，深度也难免打些折扣。举个例子：作者在讲
述青年毛泽东的成长时仅仅用了三十余页两万余字，对于不少内容多是一笔带过。让笔者想到何怀宏
先生在《渐行渐远渐无书》这本集子里&quot;毛泽东在1917&quot;、&quot;毛泽东在1918&quot;
、&quot;毛泽东在1919&quot;三篇文章，此三篇内容是根据毛泽东青年时期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上
的批注以及三年中毛泽东的一些文字、活动等内容更为深入地分析了毛三年来的思想变化，洋洋洒洒
万余言，读起来十分地痛快。由这三篇文章来看，毛这一生的经历实在是大有可写，Karl的这本《毛
泽东传》显得有些简略了。不过，即便如此，我想也不能轻易地就说这本书不好。虽然有些失望，但
冷静下来分析，似乎也并不完全是书的问题。无论现在多少人挺毛或倒毛，都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出
口：即便去世近四十年，但毛巨大的影响力还是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上。根据笔者自己的臆测，直到
现今，大部分中国孩子从出生之后没多久也依然会从多样的渠道听到关于毛的各式故事。笔者也是在
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对于书中的内容，大部分已经熟悉是一个看起来对这本书有些不公平的事
情。如果有一本以类似的阐述方式而作的《曼德拉传》，那么笔者可能并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这本书
的原作是拿英文写成，面向的主要群体也更多是对毛和这片土地不甚了解的英文读者。若基于这一点
进行评判，Karl的《毛泽东》似乎还是一本不错的普及读本。
3、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我看完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Luanne送我的《毛泽东传》，感
谢Luanne！这本《毛泽东传》是纽约大学Rebecca Karl教授写的新书，书中的史料对于我而言，并没有
多少新意。但我还是要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很适合那些对毛主席没有太多了解而又想有所了解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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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ca Karl是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她不会罔顾历史，也不会花里胡哨，她也许不太会讲故事，但
她起码会忠于她所知的历史。书不长，一晚上就可看完，不费时日不费精力。在这个毛主席诞生后，
地球围绕太阳转了120圈的特殊日子，我更多的还是想写写对毛主席的感受。当然，我不想学老雕虫遣
词造句，更不想费力气，构建什么体系、找些素材堆砌，那些学术文章、八股报告的范儿，我早就烦
透了。我只想随便写写，可能记忆有误，可能词不达意，可这又有什么关系？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
毛主席，我写的是我心中的那个。如有巧合，纯属雷同；如有冒犯，请您别看。毛主席，是一个历史
称谓。这个称谓注定要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一样，载入中国史册。再过几
百年，知道毛泽东的人恐怕不多，但知道毛主席这个称谓的人还会很多。不信，你到西单地铁口随机
采访一下，知道秦始皇汉武帝的有多少？知道秦皇汉武姓甚名谁的又有多少？霸气，是一种天生气概
。毛主席七岁时写过一首咏蛙的诗，其中有一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看看现在的七
岁娃娃，天天看喜羊羊啥的，你就知道霸气原来是纯天然产品。至于毛主席成年之后一系列的斗争，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往而不胜，你不服不行。看毛主席的诗词，你会知道气贯长虹、豪气干
云是种什么样的气概。中外政界大咖各举一例，说明何谓霸气。基辛格见病中的毛主席，说感受到“
强大的意志颤流”。周恩来遵义会议时说老蒋文武双全，我党只有毛主席一人能对付老蒋，周恩来病
重时，仍在读毛主席诗词提气鼓劲。勤奋，是一种坚持奋斗。毛主席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仅以读书
为例，他藏书近10万册，一生读书更是无数，他临终前几小时还在让人给自己念书。毛主席《资治通
鉴》读了17遍，24史通读若干遍，点评24史的书已由江泽民访美时赠予哈佛。那些自以为在自己所谓
的专业领域读过几本书的小知识分子，动辄把毛主席贬得一文不值，请看看钱学森、梁漱溟、冯友兰
等大智者如何评价毛主席。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勤奋，会有伟大的思
想？不可能滴！功业，是一种历史评判。担当生前事，莫记身后名。功业越大，骂名越多。这没有什
么好说的，你看看历史上、身边的，越优秀的人，越多人嫉恨。毛主席做的事，是调整千百年来、几
亿中国人思想、利益格局的大事，动了多少人脑筋和饭碗，不被人骂那才不符合人性呢。然而，究竟
是骂人的人能在历史上留一笔呢？还是被骂的人能在历史上留一笔呢？我看还是被骂的人留一笔的可
能性更大一些吧。当然，小小寰球，几千寒暑，放在宇宙界面中，都算不了啥，但若以人类特别是中
国人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为尺度，毛主席的功业可以留下重重一笔。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唤醒了中国，
扭转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毛主席是历史伟人，毫无疑问滴！纪念，是一种重新出发。
毛主席逝世已经37年了，不可能要求他在生前就为微博微信时代的人指点江山，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
。纪念毛主席，更多的是纪念毛主席自信的精神，自强不息、奋斗到底，纪念毛主席坚定的信念，为
人民服务、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毛主席说过，中华民族理应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想，纪
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就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更好地重新出发，踏入浩荡的历史洪流，为人类作出更大
的贡献。而我们，作为毛主席身后的人，将感谢他老人家为我们开辟的太平世，更好地以一个中国人
的名义在这个世界上坚强的生活！
4、我以为，写史的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不能臆断人物的行为。也许是读惯了那些标注的密密
麻麻的传记的缘故，刚读这书甚至觉得作者写作的态度不够严谨。不过慢慢读下去就会发现，其实作
为了解毛泽东的入门作品，这本书是颇为恰当的。 我发现近年来国内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已经进入了怪
圈，但凡中共领导人的传记，没有内幕爆料的差评，没有作者臆断猜测的差评，黑的不够厉害的差评
。似乎一本书不揭示一下这些人内心的阴暗堕落就不足以出版一样。读传以自鉴，以省身，以学其善
，以辟其恶。所以写传记的人，最好能跳出自己的立场，把当年的事情和那些细微的线索整理清楚，
以飨读者。以此观之，这书除了篇幅太短，很多史实没能整理清楚以外，大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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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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