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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内容概要

萧瑜以他和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生活和后来互相的交往情况为主要内容撰写了本书。
本书是编译本，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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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作者简介

萧瑜，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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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精彩短评

1、子升到底是过于理想主义，他那套在当时的确行不通，可我赞同他的想法。
2、我也会写这么一本书的，在离开世界之前。。
3、我挺怀疑萧瑜这个人的回忆。我觉得他带着有色眼镜在看毛泽东，而且有一定的动机写。
4、路遇大妈真神预言
5、感受很深
6、萧先生或许是能治学之人，但是书中的论述确实很不理性。不知道萧先生在阅尽沧桑后，是否还
能认同自己年轻时候的观点呢？
7、删你妹
8、这个书名好含蓄，我说怎么在豆瓣搜不到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
9、萧子升的心胸敢不敢开阔一点？
10、萧渝是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最后都不可避免地成了夸夸其谈的伪君子，而且直到今天仍然
没有完成进化。
11、出版方还是比较公允、客观的。
12、看了本书，我还以为新中国是萧子升建立的 
13、很有理想的年轻人，那一代青年学生真是太棒了，一路行乞一路讨论问题，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青
年毛泽东的自卑和对正义底层人物的关怀，后来西行漫记中他讲述了这一段说明他对这一段经历很自
豪，不知道亲自发动反右、整风、大跃进、文革后的他，晚年想到青年时期的自己，认为自己当初的
革命到底应不应该。
14、因为《恰同学少年》，对萧子升并不了解但印象挺好，这本书能看出他的才气和酸气，处处都要
黑下毛主席挺有意思，到了后面完全就无脑黑了，看得好好笑。
15、　　       这本书是影印本，因为它已经绝版了。难得还能在网上找到影印的。
　　       肖瑜就是肖子升。一个梦想家。喜欢普鲁东的无政府主意。试图用这个去改变世界。
　　       当初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他们已经尝试过了无政府主意？发现了重重困难。最后根本无
法再继续？无政府主意也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但是他的实现或者需要上百年，或者需要上少年，
或者根本实现不了。肖子升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虽然他的主张和毛泽东甚
至和他的胞弟肖三完全不能融合。但肖子升和毛泽东之间的友谊却是一直没有变。
　　本书就是肖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恰同学少年的故事。或许有些地方记忆模糊，写错了些。但他们
之间的争论和友谊，他们身无分文的旅行真值得我们羡慕和感叹。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的伙伴和战友，而他的第一个有学问，并有自己思想的朋友可能就是肖子
升。
　　他们在小学就认识了。肖子升知道毛泽东小时候的很多有趣的故事。而这本书写的最主要的故事
是他们在一个暑假以乞丐的身份独自游历整个湖南的故事。
　　       出发的时候，他们只带了一把伞和一套随身换洗的衣服。连一文钱也没有带。于是在湘江边
就遇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难关。怎么过江？游过去？还是再有一里多路去坐免费的公船。而最后他们选
择了坐两个铜板的渡船。等他们上船之后，船夫发现他们没钱，期间经过了很多的谈话，而他们硬是
没有钱坐过来了，也坚持没让别人替他们付钱。
　　之后他们开始要饭，但要去很多家才能讨的一顿饭。而且有些生米也不能要。一次他们饿的实在
不行了，在一家茶馆里喝免费的水。但是喝完后感觉更饿了。毛泽东问小店的女人：你们这附近有读
书人家吗？，听说了有个刘翰林之后，他们就准备向他进攻了。于是两人合作了一首诗，由肖子升写
出来：
　　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杖草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
　　沾衣晨露浸饿身。
　　 
　　        来到刘翰林家门外，居然有看门狗。当他们一敲门，狗看到两个乞丐般模样的人狂吠不止。
于是毛泽东找来两根树棍。过了很久终于等来了一个人，用粗野的声音问他们来干什么。毛泽东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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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门缝说道：我们是从省城来的，给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那人于是才用温和的口气说：‘请等一会 ’
转身边向内走去。他肯定以为那封信是从长沙一路带来的。这时狗也不再叫唤了。肖子升和毛泽东都
觉得好笑。
　　刘翰林看到两人这样的打扮之后，感到非常意外，以为他们路上遇到了强盗。
　　        两人告别刘翰林之后，得到了40个铜元。
　　        之后他们又到了何叔衡的家，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但是这样并不适合他们旅行的宗旨。在离
开何家之后，他们决定不再拜访朋友。讨论何的老爸，‘他所唯一关心的事是稻米的收成和猪的长势
。一旦获得足够的家用，他就快乐而满足了。但是要知道他是自耕农。他为自己而劳作。这才是他快
乐的原因。那些必须为别人而劳动的农夫却是痛苦的。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必须将劳动
成果拱手让给地主！ ’毛泽东道：‘更不幸的是，有些想在田间出卖劳动力的人，却无人雇佣。这类
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 ’
　　        又经过很多人家之后，他们来到了沩山的寺院。见到了方丈，了解了很多寺院的事。听说有
个刘邦庙，而为什么这么叫不得而知。在安化没的吃时，又想到了给每家店写对联来换得钱。
　　在益阳发现县令是肖子升的在一师的教员。一直到沅江，在沅江发洪水，于是他们才回去。
16、同学回忆与毛泽东一起的早年经历，值得一读。
17、离奇古怪。。。！！！
18、口述历史。，，算是描述了自己和毛泽东年轻时代的友情，，用恰同学少年来形容并不夸张，虽
然里面涉及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判和歧视，，不过还是真心献给一生践行自己信仰的人，无论是
毛还是萧。
19、有点意思，他作为毛泽东的朋友，他通过很多小事回顾了毛泽东的前半生。补充了我很多历史的
细节。看故事总之比看正史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此时的主角是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假大空的神。但是可
能受了当时反共思潮的影响，加上部分书稿是刊载在台湾的杂志，所以对毛泽东多有贬斥。不同意识
形态的问题吧
20、两点印象深刻：一个是两人一起穷游湖南，做社会考察；另一个是毛泽东听了老师对于中国古代
革命的讲解后，决定搞团体，拉队伍。89年的版本是修改过的，应该看50年代的原版。那帮笔杆子太
厉害，有些内容改几句话，意思就变了
21、作者和山羊属于同一类。#海猫复盘#
22、我看的是李中夏翻译的 明报出版社 1977年出版的 名字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豆瓣这个是阉割
版 另外作者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这个是前面李中夏的序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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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影印本，因为它已经绝版了。难得还能在网上找到影印的。肖瑜就是肖子升。一个梦想
家。喜欢普鲁东的无政府主意。试图用这个去改变世界。当初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他们已经尝试
过了无政府主意？发现了重重困难。最后根本无法再继续？无政府主意也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但
是他的实现或者需要上百年，或者需要上千年，或者根本实现不了。肖子升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虽然他的主张和毛泽东甚至和他的胞弟肖三完全不能融合。但肖子升和毛泽东
之间的友谊却是一直没有变。本书就是肖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恰同学少年的故事。或许有些地方记忆
模糊，写错了些。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友谊，他们身无分文的旅行真值得我们羡慕和感叹。毛泽东一
生有无数的伙伴和战友，而他的第一个有学问，并有自己思想的朋友可能就是肖子升。他们在小学就
认识了。肖子升知道毛泽东小时候的很多有趣的故事。而这本书写的最主要的故事是他们在一个暑假
以乞丐的身份独自游历整个湖南的故事。出发的时候，他们只带了一把伞和一套随身换洗的衣服。连
一文钱也没有带。于是在湘江边就遇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难关。怎么过江？游过去？还是再有一里多路
去坐免费的公船。而最后他们选择了坐两个铜板的渡船。等他们上船之后，船夫发现他们没钱，期间
经过了很多的谈话，而他们硬是没有钱坐过来了，也坚持没让别人替他们付钱。之后他们开始要饭，
但要去很多家才能讨的到一顿饭。而且有些生米也不能要。一次他们饿的实在不行了，在一家茶馆里
喝免费的水。但是喝完后感觉更饿了。毛泽东问小店的女人：你们这附近有读书人家吗？，听说了有
个刘翰林之后，他们就准备向他进攻了。于是两人合作了一首诗，由肖子升写出来：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来到刘翰林家门外，居然有看门狗。当他们
一敲门，狗看到两个乞丐般模样的人狂吠不止。于是毛泽东找来两根树棍。过了很久终于等来了一个
人，用粗野的声音问他们来干什么。毛泽东透过门缝说道：我们是从省城来的，给刘翰林带来一封书
信。那人于是才用温和的口气说：‘请等一会 ’转身边向内走去。他肯定以为那封信是从长沙一路带
来的。这时狗也不再叫唤了。肖子升和毛泽东都觉得好笑。刘翰林看到两人这样的打扮之后，感到非
常意外，以为他们路上遇到了强盗。两人告别刘翰林之后，得到了40个铜元。之后他们又到了何叔衡
的家，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但是这样并不适合他们旅行的宗旨。在离开何家之后，他们决定不再拜访
朋友。讨论何的老爸，‘他所唯一关心的事是稻米的收成和猪的长势。一旦获得足够的家用，他就快
乐而满足了。但是要知道他是自耕农。他为自己而劳作。这才是他快乐的原因。那些必须为别人而劳
动的农夫却是痛苦的。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必须将劳动成果拱手让给地主！ ’毛泽东道
：‘更不幸的是，有些想在田间出卖劳动力的人，却无人雇佣。这类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 ’又经过
很多人家之后，他们来到了沩山的寺院。见到了方丈，了解了很多寺院的事。听说有个刘邦庙，而为
什么这么叫不得而知。在安化没的吃时，又想到了给每家店写对联来换得钱。在益阳发现县令是肖子
升的在一师的教员。一直到沅江，在沅江发洪水，于是他们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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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章节试读

1、《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从何家农场到宁乡县城

        ⋯⋯我们从猪栏走向菜园之时，何老先生说道：这些猪只是我们家产的财富。没有这些猪只，我
们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了。全年的油、盐、茶和肉类的等等费用，都是从它们身上得来，还有盈余。真
的，没有这些猪只，我们实在难以为生。我和毛泽东都完全了解这些动物对湖南农民的重要性。湖南
是中国最主要的猪肉生产区，那时候湖南的肉类出口为全国最大宗。⋯⋯

何胡子是何家的长子，受过良好教育，当时是中学教员。他们就是所谓“耕读之家”。我和毛泽东两
个人的家庭也属于同样的阶层。⋯⋯

和何胡子握别之后，我们匆匆走向通往乡城的大路。路上，我们谈说何家的情形，心中快慰。他们家
是多么愉快和安定啊。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类农村家庭到处都是⋯⋯

2、《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那一年第一师范的毕业生中，我是惟一一个受聘到这些中学任教的。在同学的心目中，这是很高
的荣誉。毛泽东对此事的印象甚深。有好几次我很清楚地看出来，他对学问和灵智怀有很高敬意。虽
然他固执地强调军事教育。在任教期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自修之道，中国
的改革，以及课本和最近的新闻⋯⋯

我认为教育制度要改革，教师工作太辛苦了。毛泽东说。

⋯⋯

但是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一定要起来抗议！毛泽东情绪激动，嚷着说。

⋯⋯

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悬涕开霜雪
长其才而短其命，苍昊不仁握生死

⋯⋯

毛泽东静静地想了一会儿说：我能够了解，让学生相信教员的一切所说的，一定是十分困难的。但对
于一位教员来说，在学生中建立信心是异常重要的⋯⋯

3、《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未删减本 作者自序 部分 摘抄

        ⋯⋯

二十年来，我阅读过不少中、日文和西洋文关于毛泽东的早年的生活和中共诞生的文章和书籍。对那
些荒诞和夸大的记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窃笑不已。中共的出版物皆是在党的命令之下撰写的，而共
产党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是宣传重于真理。在中共出版的一切书刊中，他们通常总是避免出现我的名
字，虽则我曾和他们的领袖在一起工作，并且共同从事组织的活动。假定他们要提到我时，一定要在
我的名字前加上“反动的”字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的名字对他们没有好处。但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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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面，在我的书中我都毫不犹豫地共产党人的全名，因为我是在撰写历史，并非为任何目的做宣传。⋯
⋯

4、《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学校放暑假了

        ⋯⋯
我们对德国谈论的很多，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德国和日本怀有特别的敬意。虽则我们已经体验到日本也
是模仿德国。毛泽东当然崇拜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但是我对这两个人表现的性格却毫无好感。关于这
两个人，我们曾发生若干次的激辩，这种辩论总是在最后把我们引导中国的教育制度上去。

⋯⋯

假定民族衰弱的话，德性完美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诘道 最要紧的事是强盛起来，一个人要能够以力
量征服别人，能征服别人即表示这个人有德性⋯⋯

5、《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克服第一道难关

        ⋯⋯

我们怎么过江呢？二人不约而同地问。渡过江去只有三重方法。第一，是游水。可是我们两个都不会
游泳，而且我们还带着两个包袱⋯⋯

6、《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未删减本林序

        我能为本书的缘起略缀数语，至以为快。若干年前当著者夫妇寄居法国坎尼斯城时，我们尝做冗
长而欢快的聚谈。萧氏夫妇皆是学者和画家，而萧先生对民国初年人和事的记忆尤为惊人。他学生时
代于毛泽东——当今大陆的独裁者——的交往，则是当时最动人的话题⋯⋯

7、《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乞丐出发了

        ⋯⋯

毛泽东一早就赶到了，他穿了一套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白裤褂，已经很破旧了。那时我因为是一个
教员，日常在学校中便穿这传统的长衫，但为了适应叫花生活，我就改着短装和布鞋。毛泽东永远是
剃大兵式的光头⋯⋯我们两个身上都没有带一文钱，各人所携带者只不过是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卷
而已。

⋯⋯

8、《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笔记-新民学会:中国共产党的胚胎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和我在一九一四年发起的。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
学生所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就是每个人自策自立，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
问，以及改造中国等等⋯⋯

一九二0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时，新民学会的会员已经超过百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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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蔡和森在法国吸收了约30人左右，但毛泽东在长沙所吸收者竟达百人之多。他主要的兴趣在于
建立坚强的组织，对新会员的道德方面和理想方面，却不甚注意，而会员的道德和理想正是运动初期
我所坚持的。他当时的做法非常公开，也非常积极。凡是和他有相似想法者，他都来者不拒。他没有
把理论化为行动的耐性，但却着手出版那一种报纸性质的学会通讯。⋯⋯

一九二0年，分裂的迹象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
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了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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