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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美国影印的《毛著未刊稿，

〈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①

陈　标
（桂林理工大学 图书馆，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所谓“《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１～２３卷）（英文版）”和《新发现的毛泽东文献》来源于误译。美国影印的

《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１５种２３卷的选自大陆编印的８种书：《学习文选》北京农机版全套４本，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师大版全套７本（《别集》只影印了其中５本）、哈市版全套１１本（《别集》只影印了其中１９２页本）、

新北大版３３６页本、北地版全套３本（《别集》只影印了其中２本），《学习资料》北大版４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

岁》河南版袖珍一卷本，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研究参考资料》（一）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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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图书都提到所谓《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

《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一书写道：“另据介绍，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

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多达２３卷，５５００多页。”［１］３９

《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书也写道：《毛泽东的秘密讲话》的“１９篇著作的原

本，取自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共２３

卷，５５００页）。……《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中的这部分材料，主要取自中国大陆的非正式出版物，如

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学习材料》、《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１～２３卷）

（英文版），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２］４２８，３８４。

《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以下简称《鉴赏》）一书沿袭了上述说法，称“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

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共２３卷，计５５００页，是英译版本中容量最

大的一种。”［３］３４０

但是经查证，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１～２３卷）（英文版）”。这种说法来源

于对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编译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一书的第五章即Ｔｉｍ

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该收编译者之一）的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ＭａｏＴｅｘｔｓ（《文本讲

话：评新可用毛本》）一文的误译。

该文的开头一句“Ｏｕ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ｔａｌｋｓ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ｂｙ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

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４］７５意思是“我们的译文来自２３

卷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在西方，这些文本在过去几年就已经成为可利用的了。”原文并无“汇集”之词，

不知为何被误译成了一个书名《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文中所说“Ａｌｌ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ｗｉｌｌｂｅｐｕｂｌｉｓｈ

ｂ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Ｏａｋｔｏｎ，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４］７６意思是“全部２３卷都即将由美国弗

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不知为何被误解为已经出版了而且还译成了“英文版”。

文中说到“Ｔｈｉｓｉｓ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ｍｅ５５００ｐａｇｅｓ”［４］７７（意即“这是数量巨大的资料，

大约５５００页”）时加了一个脚注：Ｔｈ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１，０４８ｐａｇｅｏｆＶｏｌ．１４，ｗｈｉｃｈｉ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ａｎｙＭａｏ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４］７７（意即“这个合计并不包括有１０４８页的第１４种，这

一种主要是大事记，尽管包含许多毛语录”。）而加上这１０４８页之后，这２３卷总共有６５４１页，不知为何

被误译成“全套共２３卷，５５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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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写作时，这套书尚未影印出版，当然不知道后来这套书出版时取了个什么书名，因此文中

的表１把这１５种２３本统称为“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ＭａｏＶａｌｕｎｅｓ”［４］７８－８０即“新毛本”。所谓“新”，是相

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海外已经影印了的《毛主席文选》１６开１２０页本、《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６开４６＋３８

页本（即甲本、乙本）、３２开２８０页（即丙本）和７２６页本的残本７１６页本（即丁本）等万岁本①而言的。

（日）近藤邦康著《毛泽东 革命者与建设者》一书的主要文献目录列出了该书参考的新旧万岁本，沿用

了《毛泽东的秘密讲话》所谓“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ＭａｏＶａｌｕｎｅｓ”的称呼，而中译本则误译作《新发现的

毛泽东文献》：

“２６．《毛主席文选》１９６７年 小苍编辑企划翻印１９７４年；

２７．《毛泽东思想万岁》甲本、乙本 １９６７年４月 小苍编辑企划翻印１９７４年；

２８．《毛泽东思想万岁》丙本 １９６７年 小苍编辑企划翻印１９７４年（《万岁》丙本）；

２９．《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 １９６９年 现代评论社翻印１９７４年（《万岁》丁本）（此书有东京大学近

代史研究会日译本三一书房ｌ９７５年版）；

３０．《学习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新发现的毛泽东文献１》，参照《毛泽东的秘密讲话》）ｌ９６７年

（《学习文选》１）；

３１．《学习文选（１９５７一１９５８年）》（同上２）（《学习文选》２）；

３２．《学习文选（１９５９一１９６３年）》（同上３）（《学习文选》３）；

３３．《学习文选（１９６４—１９６７年）》（同上４）；

３４．《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５１———ｌ９６７年）（同上７）１９６７年６月；

３５．《学习资料》（１９６ｌ一１９６７年）（同上１２）；

３６．《学习资料》续一（１９４９—１９６７年）（同上１３）（《学习资料》续一）”［５］３６５－３６６。

其实，美国影印的这套书的中文书名既不是《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也不是《新发现的毛泽东文

献》，而是“《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一本英文书引用了这套书，书末参考文献

中所列的版本数据是：

ＣＣＲＭ（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ｍｐ．，Ｍａｏｚｈｕｗｅｉｋａｎｇａｏ，‘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ｉ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ｓｕｉ’ｂｉｅｊｉｊｉｑｉｔａ（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ＭａｏＺｅ

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ｏｆＭａｏ），１５ｖｏｌ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ＵＳＡ（ｎ．ｄ．）［６］８９５

译成中文是：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影印，《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１５种，美国

弗吉尼亚州（无出版日期）。

２００８年密歇根大学对再版的这套书作了数字化处理，其书目信息中的书名也是《毛著未刊稿，〈毛

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②，而不是《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

刘星《毛泽东对日言论浅析———１９５０年代为中心》一文引用了这套书的“１２Ｂ学习资料（１９５７－

１９６１）”和“１２Ａ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有误，这是１２Ｂ的收文时段，１２Ａ的收文时段

５１

①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研究员在《〈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思想》一文中写道：“说到《毛泽东文集》，不能不想到

‘文化大革命’初期抢读‘毛泽东思想万岁’本的情景。‘文革’开始后，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采取非法的手段，通过非法的途径，

把收集到的大量内部文件编辑成‘万岁本’。”（《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８２页。）据此，通常将“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各
地编印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综合性著作集统称为“万岁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ｔｗ／ｂｏｏｋｓ？ｉｄ＝０ｊＲＹＡＡＡＡＭＡＡＪ＆ｈｌ＝ｚｈ－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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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６），书名也是《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７］５０５１。

经考证，《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１５种２３册其实影印自下表中的８种（套）中

国大陆原版书。“《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指前１３种，这些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才流传到海外的文

革时期中国大陆各大专院校编印的“万岁本”。称为“别集”，显然是为了有别于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

海外就已经影印了的所谓《毛泽东思想万岁》甲、乙、丙、丁等。“其他”则指后两种。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８种书。

一　《学习文选》北京农机版全套４本
这套书就是《别集》第１～４种的原本。其封面很特别，书名像一个长方形的阴文印章，印章外面还

有花边，花边下印“内部资料”、“请勿外传”和“一九六七年”三行字。３２开，四本都没有印编者和卷次，

根据页数可以分别称为４１５页本、３２２页本、３４８页本、１５３＋８３页本。

有一本３４８页本的书名页有签名“农机东方红 马大敏”，第３４８页又写有“首都红代会农机东方

红”。据此可以暂定这４本为农机版①。

表１　《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１５种２３卷与大陆原本对照表

种（卷） 书名 编印时间 页数 大陆原本

１ 学习文选 １９６７ ４１５

２ 同上 同上 ３２２

３ 同上 同上 ３４８

４ 同上 同上 １５３＋８３

１．北京农机版全套４本

５ 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６７年５月 ２１８

６Ａ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 １９６７年６月 ２１６

６Ｂ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同上 ２１７－３７９

７ 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６７年７月 １８７

１０ 同上 ４１１

２．北师大版全套７本中的５本（另外两

本是３７４页本和１５０页本）

８ 同上 １９２ ３．哈市版全套１１本中的１本

９ 同上 １９６７年９月 ３３６ ４．新北大版

１１Ａ 同上（１９４９．９－１９５７．１２） ２３４

１１Ｂ 同上（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２５２
５．北地版全套３本中的前２本

１２Ａ 学习资料（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５６） ３０７

１２Ｂ 同上（１９５７－１９６１） ５１８

１２Ｃ 同上（１９６２－１９６７） ３１４

１３ 同上续一 ３８３

６．北大版全套４本

１４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②万岁———党

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２１－

１９６９）

１０４８
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河南

版一卷本

１５Ａ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研究参考资

料（一）
１９８３年７月 １１３

１５Ｂ－Ｅ 同上（二）－（五）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１００、４１、９５、９２

８．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研

究室编印《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研究

参考资料》（一）至（五）

６１

①

②

“农机”是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简称，该学院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建立，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改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路线”之后，还有“胜利”两字，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漏译了。



第１７卷 陈　标：美国影印的《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

　　１．４１５页本即别集第１种的原本

这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北林版［８］的翻印本，但换了原本的书名和封面，去掉了原本的扉页、书名

页、毛泽东照片和《几点说明》、目录中的中文编号和没有正文的一条目录，按照正文对调了原目录第

四、五两篇的顺序，把原目录中表示时间的阿拉伯数字换成中文数字，并加上了页码。林彪题词和正文

都没有任何变动。

２．３２２页本即别集第２种的原本

首篇为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末篇为１９５８

年８月①《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

３．３４８页本即别集第３种的原本

书名页的书名之下印有“内部资料 不得翻印”两行字。首篇为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７日《给福斯特同志的

回信》，末篇为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

４．１５３＋８３页本即别集第４种的原本

插页印林彪两段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语录。前面部分１５３页，首篇为《春节谈话》（１９６４年

２月１３日），末篇为《关于外交礼节、礼品的重要指示》（１９６７年），时间最晚的一篇是《为军委写的批

示》（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

“附录”部分８３页本为专题语录，分《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汇集）》、《关于镇反工作和肃

反工作的批语（汇集）》（１９４３—１９５９）（比４１５页本同题专辑多出三条语录）、《题词（汇集）》和《关于卫

生工作的指示（汇集）》（１９４１—１９６６）四个专题。

二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师大版全套７本
全套７本，３２开，不是一次编成的，开始只编印了收录建国前毛著的３７４页本和收录建国后毛著

４１１页本，后来又陆续编印５本即１５０页本、２１８页本、３７９页本（分上下两本装订）和１８７页本对４１１页

本的内容进行补充，并把３７４页本拆分成上下两册。

这套书有两种封面：

甲种封面的宋体书名的字体特征是弯勾都开岔，并且“想”字的“心”字比“思”字的小，见先编成的

３７４页本、４１１页本、后编的２１８页本和拆分后的３７４页本的上册；

乙种封面的的宋体书名字体特征是弯勾都很尖，“思”和“想”两字的“心”字大小相同，并且书名之

下加印了“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不得引用 不得翻印”１６个小字，见后编的１５０页本、３７９页本（包括上

下）、１８７页本和拆分后的３７４页本的下册。

可以确定这套书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编印的。理由是：

第一，这套书的本数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回忆“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有七卷

本。”［９］相符；

第二，有一套的４１１页本的目录之下盖有 “李铁松印”，并有签字“数四（３）李铁松”，３７９页本的上

册的扉页盖有 “李铁松印”，目录第一页的下边有签字“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 数四（３）李铁松”。

７１

① 目录中的时间有“８日”，但正文没有“８日”，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卷第３６０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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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一套的５本（２４６页本上、１５０页本、２１８页、３７９页本下、１８７页本）的封面都有签名“柳玲

梅”，经查，她是北师大政教系１９５８届毕业的。

第四，有一套的３７４页本上的目录和下的首页、２１８页本的书名页都盖有私章“陈浩元”，经查证，他

１９６２年７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留校工作。

第五，有一套的３本（１５０页本、２１８页本和１８７页本）书名页均有签名“张伟垣”，经查，他在北师大

二院（文学院）历任团总支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党委宣传部长、离休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六，有一本１５０页本的封底有签名“秦德行”，经查，他在１９６７年毕业北师大中文系。

第七，有一本２４６页本的目录第一页下边有签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申振信”，经查，他是该系

１９５９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如此多的北师大师生曾经拥有这套书，可见这套书应当是北师大版。

１．３７４页本

此本收录建国前毛著。目录中的第１篇为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夜校招生广告》，但是正文第１页在此篇

之上还印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末篇为《题词二则》。

此本有三种内容完全相同但是装订不同的版本：

（１）平装本

此本即《导论》介绍的“（１）１９６７年１月印本”［２］３０３。

甲种封面套红印宋体书名、五角星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书脊套红印黑体书名、五角星、上、下边

线。封底套红印“内部文件”和“不得外传”两行字于上方，印“编号：”于右下角。目录之前有套红印刷

的插页２张：第一张的正面空白，背面印《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的一

段，另一张的正面印林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两段。

正文第２７８页的页码误印成“３７８”。

（２）精装本

红色的甲种封面和书脊都印有金色的书名。余同平装本。

（３）拆分本

封面无编印时间，拆分成上（２４６页）、下（２４７－３７４页）两册装订。上册的封面为甲种封面，没有印

“上”字，目录包含了下册的目录；下册的封面却是乙种封面，五星之下印有“下”字，正文第２７８页的页

码不误。

２．４１１页本即《别集》第１０种的原本

此本没有印编印时间。目录之前插有林彪 “读毛主席的书……”题词手迹。首篇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６

日《对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训词》的月份误标为６月；末篇《讲主要矛盾问题》未标时

间，实际上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上的讲话纪要；时间最晚的一篇是第３８８

页的《对×××的批语》，所标时间是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实际上摘自１２月２日《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

语》，“ＸＸＸ”指罗瑞卿。

３．１５０页本

封面印有“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不得引用 不得翻印”字样。书名页的红框内印有编印时间“一九六

七年三月”。

８１



第１７卷 陈　标：美国影印的《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

首篇为《关于镇反和肃反工作的批语》（语录：第一条语录的时间为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９日，最后一条语

录未标时间，倒数第二条语录的时间为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８日），末篇为“《关于政治经济学教书》（社会主义

部分）笔记”（未标时间）。

４．２１８页本即《别集》第５种的原本

书名页红框内印有编印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首篇和末篇分别为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９日《给马叙伦

的信》和《谈军事院校》（无时间）。时间最晚的是倒数第二篇１９６５年８月２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５．３７９页本即《别集》第６种的原本

封面印有“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不得引用 不得翻印”字样。书名页的红框内印有印有编印时间“一

九六七年六月”。上册即《别集》“６Ａ”２１６页，封面印有“上”字；下册即《别集》“６Ｂ”２１７－３７９页，封面

印有“下”字。首篇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末篇为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４日

《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的谈话》。

６．１８７页本即《别集》第７种的原本

封面印有“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不得引用 不得翻印”字样。书名页的红框内印有编印时间“一九六七

年七月”。首篇和末篇分别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对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的批示》和《一九六二

年以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指示》（语录，最后一条转引自《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社论）。

三　《毛泽东思想万岁》哈市版全套１１本
哈市版１１本是目前所见本数最多的一套万岁本。３２开，未印编者和卷次，根据页数可称为２４０页

本、１６７页本、１５０页本、２１１页本、１５５页本、２５４页本、３４８页本、４３４页本、１９２页本、２５６页本、５５页本。

这套书封面的宋体书名的字形比北师大版乙种封面的字体更瘦一些，而且“想”字左上的一撇没有

弯而是笔直的，除了１９２页本的封面仍保留北师大版乙种封面的“内部资料”等１６字（其中“资”和“传”

两个字改用繁体字）外，其余各册的封面都只印书名和五星。

根据网上销售的情况，可知这套书应当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院校编印的，因此称为“哈市版”。

哈尔滨市马丽华等编著《毛主席“红宝书”收藏与赏析》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类

‘红宝书’”中的前６本即１５５页本、４３４页、２５４页、２４８页本（实为３４８页本之误，系重复收录）、３４８页

本、２４０页本［１０］１３３都是哈市版。该书误把文选类的万岁本归类到语录类的“红宝书”中了。

这套书的４３４页本和１９２页本是将北师大版４１１页本和１５０页分别补充成的，并且都加上绿色的

书名页。

１９２页本即《别集》第８种的原本，就是《导论》一书中“（５）其他版本”的第３种“无日期记载而在封

面印有‘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不得引用 不得翻印’字样的版本”［２］３１５（《毛泽东百科全书》一书中“《毛泽

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７年版（未注月份）”条的第３种同）。

此本是１９６７年３月北师大版１５０页本的增补本。书名页由１５０页本的红框改为绿框，删去了原框

内的五星和编印时间。加了插页，一印毛泽东木刻头像，一套红印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手迹。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讲话换用比较完整的记录稿（第３３－４５页），增补

了两篇，即《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６、１８日）（第５

－２２页）和《唯物辩证法》（第１６０－１９２页。语录，拟有３６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正当的积极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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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

四　《毛泽东思想万岁》新北大版３３６页本
这是《别集》第９种的原本。３２开３３６页。封面套红印书名（字体比较特殊：横的末尾略向上弯，

“岁”字的一点特别长且与撇相交）、五角星和“一九六七年九月”。扉页的背面套红印标语“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书名页套红印四周双边、书名（字体同封面）和“一九六七年九月”。书中收录了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日中央下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由此可知其

实际编印时间应当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或其后，不可能是封面和书名页所标的９月。有后扉页两张。根据

一位藏家在书名页写的“购于新北大公社 六八年五月”，暂定为新北大版。

首篇为１９５０年８月１日《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末篇为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讨论

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毛泽东传》也摘引了几段［１１］１３７３）。

五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地版全套３本
１６开，３本的封面都套红印毛泽东的木刻右侧面头像、瘦长的宋体书名和收文时间段：２３４页本是

“（１９４９．９－１９５７．１２）”，２５２页本是“（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２４０页本是“（１９６０－１９６７）”。没有印册次和编印

时间，《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误把２３４页本和２５２页本分别称作“上册”和“下册”，遗漏了２４０页本，又

把编印时间误作“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４７６，实际应当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下旬，根据是：第一，２４０页本的末篇《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指示（１９６７．１－１０）》中的最后一条“复课闹革命”转引自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９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第二，北京的一家网店曾售过一本２５２页本，其封面有签名“谭锋１９６７．１０．

２６”；浙江的一家网店曾售过一本２３４页本，其公报页上有签名“６７．１０．３０寄到丁根泉”。

网上销售的一套后两本的封面上盖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章，另一套前两本的封面写

有“水文教研室林敏”（水文属于地质专业），还有一套３本跟封面也印有毛泽东的木刻右侧面头像、还

印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翻印１９６７．５”的１６开２４５本当作一套书一起销售。据

此，可以暂定这套书为北地版。

北地版３本只收建国后毛著。

１．２３４页本即《别集》第１１种Ａ卷的原本

封面印的收文下限“１９５７．１２”有误，因为此本所收毛著时间最晚的是倒数第三篇《在莫斯科社会主

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中的第三次（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没有收录１２月的毛著。

插页印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的一段话。

目录按时间顺序编排，首篇为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

词》，末篇《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未标时间。

正文没有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排在最后的是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批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此文标题之下有“翻印者注：〔〕内为毛主席批改时删去的字句，黑体字为毛主

席添加的。”

此本在目录中仅存目、篇名后注明“略”的有５篇：《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接见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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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其中第２至４篇已经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５

篇已经收入《毛主席语录》，故略去。

２．２５２页本即《别集》第１１种Ｂ卷的原本

首篇为１９５８年１月３日和４日《在杭州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末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未标时间，实际时间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２月。

３．２４０页本

插页正面印摘自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５段话，背面印《说明》。

前面部分的首篇是１９６０年１月９日和１７日《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末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若干指示（１９６７．１－１０）》。

从２０４页起是对前２本的“补遗”１３篇。首篇为《在听取 ××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１９５６．３．６）》，

末篇为《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１９５９）》。

六　《学习资料》北大版４本
《学习资料》４本，３２开，未印编者、时间和卷次，根据正文的页数可以分别称为３０７页本、５１８页本、

３１４页本、３８３页本。各本的封面、书脊和书名页都套红印行草字体的书名和五角星，封底有一红框，内

有“不得外传”“不准翻印”两行字。《鉴赏》中的４本封面的照片其实是用一本复制成４本的［３］４７３。

这套书根据以下材料可以认定是北大编印的：

第一，１９６８年２月宁夏大学油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四）一书中的《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

的谈话（摘录）》文末注：“（抄自北京大学编印的《学习资料》）”（第４页），查此文在３１４本的１９３－１９４页；

第二，有一套《学习资料》的３０７页本和５１８页本都盖有当时的北大学生司美丽的私章，另有一本

３１４页本有朝鲜文签名“囗囗①６７．１１．１４．北大”。

第三，龚育之回忆称：“记得我见到的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有叫《资料汇编》的，有叫《学习资料》

的，有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有叫《毛泽东文选》的，有一大本的，有几大本的，北大编印的是四卷本，

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有七卷本。”［１２］４－１３可用排除法来推理：《资料汇编》指《资料选编》１６开３７７页本，

是“一大本”，《毛泽东文选》指河北纺织工学院八一八红旗编印本上下册，《毛泽东思想万岁》指北京师

范大学编印的“七卷本”（见前述），排除了这３种后，剩下的“北大编印的”“四卷本”，当然就应当是指

“《学习资料》”４本了。再看该文的附图“‘文化大革命’期间龚育之收集、抄录和自编自用的毛泽东著

作”，正好有４本《学习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龚文的回忆。但附图中这４本《学习资料》中的左起第

二本的书名不是行草字体而是宋体，因此这一本不是北大版原本，而内蒙古翻印的七本之一。

１．３０７页本即《别集》第１２种Ａ卷的原本

首篇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公告》，末篇为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日《对〈我们一

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

２．５１８页本即《别集》第１２种Ｂ卷的原本

首篇为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２日《关于诗的一封信》，时间最晚的一篇是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在接见日本朋

１２

① 这两个朝鲜字打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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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时的谈话》，末篇为《〈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３．３１４页本即《别集》第１２种Ｃ卷的原本

首篇《重要讲话》的时间误作１９６２年１月３日，实际上它是第二篇即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在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几段话。时间最晚的一篇《和卡翁达的谈话》只标１９６７年６月，日期据

《周恩来年谱》记载为２４日［１３］１６３，由此可知此书编成的时间应当在１９６７年７月或在此之后。末篇是

《关于斗争方式方法问题的指示》。

４．３８３页本即《别集》第１３种的原本

此本目录中的最后一篇即《重要讲话》是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

谈话，但是第３８３页的背面还印着没有标题、没有页码、也没有编入目录的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

命，仅仅是第一次，……”查这段话是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此本是前三本的续

编，因此其编印时间应当在３１４页本的时间１９６７年７月之后，暂时定为９月。

七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河南版袖珍一卷本
６４开１０４８页。这是《别集》第１４种的原本。

红塑皮的封面和书脊均印金色的书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和五角星。并有跟《毛泽东选

集》袖珍一卷本同样的硬纸盒子。

扉页的背面套红印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接着的１页分三行套红印“伟大、光荣、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

万岁！！！”

书名页套红印书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副书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２１－

１９６０）”和五角星，套绿印四周双框和“一九六九年九月”。随后是透明纸、毛泽东标准像（像下套红印隶

书字体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大主席台上的合照（像下套印林彪１９６７年五一

节题词四个伟大手迹）、套红印的摘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两段话（背面套红印林彪１９６６年１０

月２７日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手迹）、套红印的林彪１９６７年６月９

日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手迹。

正文之前还有“最高指示”５页、《前言》８页、目录４页。

正文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之下分为“党的创立和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时期”之下分为“第一部分（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５６）”、“第二部分（１９５７－１９６５．９）”、“第三部分 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时期（１９６５．９－１９６９．７）”。

各个时期和部分之前还插有毛泽东照片、毛泽东诗词或题词手迹以及其他内容，接着是与本时期和

部分相关的“最高指示”和《前言》，然后才是大事记。大事记中间也插有照片。

例如“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前插１９２５年“毛主席在广州”照片（下有毛泽东手

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１页前），《前言》（第４－５页）之后还有《毛主席的时期革命实践活动》一

文（第６－１０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前插《菩萨蛮黄鹤楼》手迹（第７２页）、１９３５年“毛主席于陕北”照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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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下有毛泽东手迹“人民战争”。第７２－７３页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插《沁园春雪》手迹（第１７２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合影 （下有毛泽

东诗词《七律长征》手迹。第１７２－１７３页之间）。中间插毛泽东１９４２年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照片（下

有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手迹。第２５６－２５７之间）；

“解放战争时期”之前插题词“军队向前进……”手迹（第３０８页）、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３月在七届二中

全会上作报告照片（第３０８－３０９之间）；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部分”之前插《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第４０９页）、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手迹（第４１０页）、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新中国成立的照片（第４１０－４１１页之

间），中间插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照片（第４６４－４６５页之间）；

“第二部分”之前插１９５９年毛泽东“视察韶山农村时同农民亲切交谈”照片（下有毛泽东诗词《七律

到韶山》。第４８８－４８９之间）、《卜算子咏梅》歌曲（第４８９－４９２页），中间插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４日“毛主

席和周恩来同志亲切交谈”照片（下印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第６２４－６２５页之间）；

“第三部分”之前插毛泽东和林彪的合照（下印毛泽东语录“你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第６９４－

６９５页之间），中间插毛泽东和江青的合照（下印毛泽东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手迹。第７５２－７５３页之间）、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照片（第７８４－

７８５页之间）、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在中共九大上讲话照片（第１０１６－１０１７页之间）。

大事记之后还印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情况》表（第１０３６－１０３８页）、《索引》

（第１０３９页－１０４７页）和《后记》（第１０４８页）。《后记》称“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编写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

岁》、北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和报刊其他资料。”落款为“编者一九六七年七

月”。

封三为版权页，印有“（袖珍一卷本）、“１９６９年７月编印”、“１９６９年９月印刷（河南）”、“参考资料

内部发行”字样。

八　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研究参考

资料》（一）至（五）

封面兰色，１６开５本，（一）至（五）的页数分别为１１３、１００、４１、９５、９２页，这是《别集》第１５种Ａ至Ｅ

卷的原本。

笔者尚未找到（一）、（三）至（五）的原本。（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综述，分４个部分罗列了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未作评论，也不注明参考文献。

“总论部分”分１３个专题：“一，什么是哲学”；“二，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对子’还是‘两个对子’”；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四，毛泽东同志世界观的转变问题”；“五，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形成问题”；“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分期问题”；“七，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问题”；

“八，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问题”；“九，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十，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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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十一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十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不是新阶段的问题”；“十

三，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贡献”。

“认识论部分”分５个专题：“一，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命题的争论”；“二，关于精神对物

质的反作用问题”；“三，关于实践的定义及其基本形式的问题”；“四，关于认识的源泉问题”；“五，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

“辩证法部分”分１１个专题：“一，关于联系的观点”；“二，关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问题”；

“三，外因的地位与作用”；“四，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问题”；“五，共性和个性是不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六，关于平衡问题”；“七，事物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相互转

化”；“九，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十，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十一、关于

军事辩证法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分５个专题：“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二，关于生产关

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三，关于我国现阶段的阶级

和阶级斗争问题”；“四，关于人性问题”；“五，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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