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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内容概要

《毛泽东早期文稿》是主要供研究工作者用的文献资料集，编入了目前收集到的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文
稿。自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有文章、书信、诗词、读书批注、日志、纪事录、谈话、广告、报告
、通告、启事、文电、章程、课堂笔记等152篇。凡有作者手稿或作者个人署名的文稿，以及虽未署名
但有根据确认是毛泽东撰写的著作，均编入正编，共134篇；同别人联合署名的文稿，别人记录的谈话
，以及虽可推断但不能完全认定是毛泽东撰写的著作，则编入副编，共18篇。编入本书的文稿有39篇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余虽在当时的出版物上发表过，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未正式刊印。
正编和副编，分别按时间顺序排印。每篇文稿的末尾都注有刊印所根据的稿本或版本，署名文章还注
明所具名字。刊印的文稿，均保持原貌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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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书籍目录

商鞅徙木立信论　（一九一二年六月）致文咏昌信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挽易咏畦联　（一
九一五年五月）致湘生信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明耻篇》题志　（一九一五年夏）致友
人信　（一九一五年七月）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五年八月）
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致黎锦熙信　（一
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
九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致萧子升
信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
六年七月十八日）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致黎锦熙信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    致白浪滔天信　（一九一七年春）体育之研究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一切人一》序　（一
九一七年夏）致黎锦熙信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国文教授案　（一九一七年九月）夜学招学
广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夜学日志首卷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夜学招学广告　（一九一八
年三月二日）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伦理学原理》批注　（一九一七
至一九一八年）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一九一八年四月）致罗学瓒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致七、八舅父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致七、八舅父母信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湘江
评论》创刊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各国的罢工风潮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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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章节摘录

商鞅徙木立信论（一九一二年六月）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
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
，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
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
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
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
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
，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
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
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
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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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编辑推荐

《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0年十一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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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精彩短评

1、还想读往来书信。。根本没读够好嘛！！
2、仔细阅读，会有意外收获。建议结合李泽厚的分析文章一起读。
3、略读
4、毛的伟大与成熟体现在他的壮年时期，一般人们喜欢读毛选等等的思想，殊不知者些思想的形成
过程是和毛的生命历程（包括离家出走去湖南师范读书）和毛的思想历程精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本
书就很好的为了解毛的死想埋下了伏笔！~
5、何以一个热血青年，渐渐变成一个冷血权魔。一个立志斩妖除魔的人，最后却堕入魔道？
6、透过现象看本质。
7、狠
8、研究早期毛泽东的资料，非常好
9、草草翻过。
10、此书收入了毛泽东1912年6月至1920年底的全部文稿。喜欢毛著及生平的人的最佳选择。青年毛泽
东的文采、襟怀、抱负跃然纸上！
11、毛泽东早期文稿
12、补记 
13、主席，向您学习
14、比《毛选》好！
15、认认真真读了，前面的文言信件看起啦有些吃力。后面注意了一下时间，觉得年轻时要多思考多
干实事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学习、思考和做事。
16、精装的书，纸张太不好了。印刷质量也不太好呀
17、太祖早期思想真是复杂，各家学说都有痕迹，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后来不管怎么变化，批注里
的一句话倒是贯穿一生：人固以发展一身之勇力为其最终之目的者也。
18、只是读了一部分文章。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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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精彩书评

1、此书可为两端，一为个人修养经验，一为政治运动时文。吾于前者更为切兴致，亦于老毛之志业
、学问而钦佩。概择要点，请罄其说。1912年，毛19岁，著《商鞅徙木立信》，此为毛最早文稿，通
篇评国民之愚，叹执政者煞费苦心。此时毛深受康梁维新影响，此开民智方救国一说，亦源自梁启超
。后可见毛常阅览《新民丛报》，知天下事，忧天下民。1915年，毛22岁，于信中细说前志，“学校
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毛
又谓，”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期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
再择以适合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由上可见，22岁之前，毛已经确立了救国大志。后
组织夜学，办报刊，活动会务，辗转各地，依然坚守救亡图存，忧国忧民。试问，现今多少人22岁之
前通于思考，以立其志？上面大志之中，已看出毛研习学问，读古文书籍，并非为个人修养，其实只
为建基础，效康梁。因此，毛先有大志，后有动力研习学问。不过在学问中，个人修养也与日俱进。
对学问，毛之前以为诗赋无用，后论“盖文学为百学之源”，提倡国文，并亲身写诗以请教。后认为
富有通识，了解现今社会，应先于培养专业，因此提出学问研习应该提纲挈目。一个朝代很久如果要
了解，则寻找到朝代中国的伟人为代表，将伟人前后当身的足迹研究透彻，则可以了解一朝代的情况
。提倡通识科目地理为最基础。后毛发现体育之重要，也撰文提出体育乃智、仁之基础。在作息时间
上每夜睡之前坚持运动。毛以为文学重要就着重写诗，认为了解现今社会重要则关心当下社会局势，
后多有分析湖南局势的文章，认为体育重要则坚持运动，可见毛是知而必行，与当下很多人只停留在
知道层面相去甚远。毛经常在给友人的信中，论述自己的学问思考，最近看了什么什么的文章，提出
自己的观点，让友人指正。为了寻找可以谈论学问的人，他甚至开始在湖南各个学校张贴征友启事，
求友若渴，这形容不为过。可见对学问的兴趣浓厚，对与人谈论思想碰撞火花的喜爱。而这些的基础
则是毛的独立思想已成。最后，看到毛与其他人一同举办夜校的手稿，负责夜校具体事务运行，整个
组织活动井然有序，考虑周到。每天课之后，毛会对当天情况进行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方法，细到灯
有些昏暗，大的宣传方法都一一具名。可见毛做事的认真踏实，行政能力本已强于其他人。最后总结
一句，伟人当早立志，积极读书学习，了解当下社会，用读书所得独立思考能力分析社会问题及走向
，做事自信勇敢，认真踏实，知而必行，用行动实践自身所悟。
2、　　看过不少类似书籍，感觉似好朋友般，原以为自己是孤独者，原来古往今来甚多，同好者估
计亦有同感！　　可惜，或许当世亦有同志正藏匿僻野，能交之甚幸！
3、因为写论文，所以其中几篇重要文章看了好几遍，研究老毛早期思想这是本重要的一手文献。可
以跳出4卷毛选的范畴来研究老毛的思想和实践。只是截止到1920.11月的年代分期值得商榷，编者似
乎是想将“早期”界定为老毛在参与立党之前的时期，而事实上老毛在1921年前后的思想主题具有相
当强的一致性，故这样的编排人为分割了早期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so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此版印刷纸
张太差，纸薄的都快透字了，跟这硬封精装版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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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章节试读

1、《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笔记-第19页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
虽然，吾观于子一枝粗伸，即欲献于人；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
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嗜欲日深，道听涂说，搅
神丧日，而自以为欣。

2、《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笔记-第182页

        泡耳生：“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
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
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
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3、《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笔记-第186页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
，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
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4、《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笔记-第28页

        吾人之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实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
取其神。

5、《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笔记-第180页

        毛批注：河出潼关，因有太华之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
增其怒号。

6、《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笔记-第220页

        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
哉！（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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