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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阅读史#理解毛泽东思想与

人格魅力的重要维度

罗建华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2#$#$$%

摘5要#毛泽东的阅读史是理解毛泽东和将毛泽东研究继续向纵深推进的重要维度" 首先!毛泽东无比精彩的一生

不仅参与和指导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设实践!也阅读了难以数计的理论文本!阅读可以说是毛泽东华彩人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其次!新思想的产生无一例外都是在对一定理论资源的吸收基础上实现的!毛泽东思想的生发与完善显然也是如

此!因而阅读史是考察毛泽东思想发展轨迹的重要线索" 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形成皆与其人生阅历

密不可分!阅读史也往往是其性格形成和定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意义上!阅读史理应作为探讨毛泽东鲜明个性特征

和伟人魅力的重要维度重新加以审视"

关键词#毛泽东%阅读史%人生轨迹%思想发展%个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6,"555文献标志码#6555文章编号#%23!

4

3,+#!!$!%"$#

4

$$!$

4

%$

55毛泽东的阅读史进程及其重要性从未被学界

忽视#目前已有大量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但是#

长期以来诸多学者着眼于梳理毛泽东在不同阶段

所阅读的不同文本#聚焦于毛泽东以何种方式阅

读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等问题#却鲜有人对毛

泽东在经典文本中提炼出什么,吸收了什么以及

毛泽东的阅读史对其思想认识结构变化产生了何

种影响等问题加以深入探究& 汤因比"6A0(G' 7(V

H>?F ](I0W>>%曾不无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把

历史看作是一连串的事实#不能把历史学家的工

作纯粹看作是尽其所能地积累大量的事实&+

!同

样的道理#我们决不能够将毛泽东的阅读历史简单

视为一连串的文本阅读#而是必须注意到不同文本

对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结构和实践导向所产生的不

同效应#尤其需要透视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产

生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文本& 易言之#尽管毛泽东

一生所从事的生动实践对其思想发展而言是至关

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阅读史对其思想发展

和完善所起的作用就能够被忽略&

一5阅读是毛泽东精彩人生旅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

由于毛泽东领导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无产阶

级革命与社会建设运动#所以他在实践维度的光

彩格外耀眼#这导致其阅读史的重要性长期以来

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但是#大量理论著作的

阅读不但没有使毛泽东忽视以生动实践改造世界

的重要性#反而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以有效

路径挖掘出潜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与建设力

量#方能解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长期挨打与挨

饿的重要难题& 而且#丰满的阅读史也使毛泽东

所参与和指导的实践更耐人寻味& 或者说#正是

通过对大量理论著作的深度阅读#毛泽东找到了

采取行动的科学理论根据#使他能够名正言顺地

指导革命与建设实践& 同时#正所谓*腹有诗书

气自华+#长期畅游于书海之中#使毛泽东思想的

深度与广度非常人能及#也是毛泽东散发出历史

巨人魅力的深层原因& 简言之#阅读几乎伴随着

毛泽东的一生#是其精彩人生轨迹中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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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首先#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数次明确反对和

尖锐批判本本主义#但却并未彻底否定理论文本阅

读的重要性& 实际上#毛泽东不仅没有真正否定过

学习理论文本的重要性#还在阅读的深度与广度方

面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做了最好的表率&

的确#毛泽东曾经数次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曾多

次指出理论学习必须结合实践加以展开#他甚至曾

直言不讳地指出读太多的书而不注重消化和吸收

只会走向教条主义& %&2"年 !月 %+日#毛泽东在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列举了众多中外历史上

的低学历伟人#其中包括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

林,瓦特,高尔基等!

& 毛泽东这些话语的确容易

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毛泽东不那么重视对理论

文本的阅读和学习&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

自青少年时期伊始便展现出了极为广泛的阅读兴

趣#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还是西方名著#抑或

是承载着大量时事政治信息的各类报刊#毛泽东

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

当然#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阅读了大量

不同思潮和流派的理论著作之后#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此后#

毛泽东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品& 总体而言#毛泽东做到了对*中西

马+三重维度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的整体把握而

未出现明显的偏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

东青少年时期的好友萧三就曾说!*和世界历史

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伟大的

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是宣传家,组织家,是兵士#但

首先还是学者&+

"作为学者#毛泽东是有着极为

丰富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学者$而作为实干

家#毛泽东是有着十分丰富的阅读经历的实干家&

毫无疑问#丰富的阅读经历是毛泽东能够海阔天

空,广征博引地与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不同领

域的学者交流,对话的重要前提&

我们知道#毛泽东长期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却有如此惊人的阅读量令不少人疑惑#这其中的

要诀其实正是鲁迅先生所言的如*海绵挤水+一样

地去抽取时间& 在炮火纷飞的长征路上#毛泽东承

受着弟弟牺牲,妻子受重伤以及中国革命遭遇重大

挫折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同时又忍受着疟疾复

发导致的痛楚#却仍躺在担架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 由此#毛泽东后来还曾自称*是在马背上学

的马列主义+

#

&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但自己

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强调中

国共产党人要注重理论学习尤其是必须重视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早在 %&+& 年 % 月 !, 日#毛

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的讲

话中就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

很远很多的东西& 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

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而且#毛泽东还曾多次为

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列出

具体的阅读书目#有时候一次就列出数十本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共产党宣言)几乎出现在

每一次的书目之中&

其次#尽管毛泽东有着丰富的革命与建设直

接经验#但仍需借鉴和吸收间接经验#而阅读正是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丰富间接经验的提炼与吸收途

径&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要透彻理解毛泽东及其

思想#最主要的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剖析他的实践

轨迹& 阅读也是实践#将研究力量投放于他的直

接经验#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对间接经验

的提炼和吸收#而阅读恰恰是毛泽东对间接经验

的精准提炼与积极吸收途径& 纵观整个中国共产

党历史#如若仅从直接经验的维度加以考察我们

会发现#毛泽东的经验未必是最丰富的& 或者说#

在中共领导人当中能够从直接经验层面与毛泽东

相提并论的不在少数& 但是#最终成为集政治家,

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历史伟人的却

只是毛泽东#这不得不说与他通过阅读大量理论

文本吸收间接经验有着实质性的关联&

正如有学者所言!*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

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

中外书籍孜孜不倦的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

%当

然#也并非所有满腹经纶的学者都能够将理论知

识转化为一种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智慧#而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阅读初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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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有关& 毛泽东的阅读活动往往不是漫无目的

地进行#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甚至是

怀揣着某种使命感展开的#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的潜心阅读更是如此& 我们不难发现#毛

泽东会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阅读不同

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 易言之#毛泽东绝对

不是简单地为读文本而读文本#更不是为了在人

前卖弄和显摆而读文本#而是常常带着强烈的问

题意识对理论文本加以深度阅读&

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从功利的视角对毛

泽东的阅读历史加以定性& 毕竟#毛泽东作为政

治家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黑格尔"9>(AK

=)GF>GCXA)>'A)/F \>K>G%有言!*理性乃是有目的

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

东必须依靠理性采取有目的的行动& 但是#作为

诗人的毛泽东却有着极为敏感的思维#能够将转

瞬即逝的情感体验诉诸朴素但优美的词句& 正所

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诗人的才华既要靠天赋

也必定要依赖一定的阅读量& 但是#作为诗人去

阅读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就未必都会带着明确

目的进行了#而是时常会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

的现象&

最后#丰富的阅读经历是毛泽东能够将革命

与建设经验精准提炼并上升为理论的关键一环&

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到崭新理论的产生从来都不是

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概括和升

华的过程& 大家知道#古人经常将自己吃过的盐

比别人吃过的饭还多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尤其

是被长辈视为对后辈进行指导的一种*资格证

书+&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实

干家未必能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 尽管丰

富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

的重要基石#但倘若少了对大量理论著作的精心

阅读这关键一环#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对理论体

系的发展与完善都可能会变得十分艰难#因为阅

读为毛泽东理论创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与方

法资源&

通过对毛泽东阅读史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毛

泽东的阅读有时候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总结中国

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譬如#初到陕北时候#毛泽

东的阅读有着直接目的---应对教条主义的挑

战#尤其是必须对*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和*山沟

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说法加以严肃回应& 但

是#从根本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却是为了深刻

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教训#

& 当然#回应

教条主义和总结革命经验不仅不冲突而且是互为

前提的!一方面#只有积极回应和驳斥教条主义才

能科学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否则教条主义会成为

总结革命经验的绊脚石$另一方面#只有对革命实

践经验加以总结才能更好地以活生生的事实对教

条主义进行深入批判&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就

是借助自身的理论文本阅读之广度与深度#实现

了批判教条主义与总结革命经验的辩证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对毛泽东而言#总结革命与建

设实践经验本身不是目的#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

并用于指导下一步的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旨趣& 毛

泽东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创造#而在

他艰辛的理论创造过程中由于常年阅读所积淀下

来的知识与信息储备发挥了非替代性重要作用&

我们甚至会发现#毛泽东的阅读有时候正是为了

实现一种理论创新而在经典文本中寻找基本的方

法与灵感& 毛泽东自己曾回忆道!*我写(新民主

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

$而

且#这并不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特例&

实际上#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 (矛盾论) (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论著时都

曾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总体而言#

尽管我们决不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是简单地

从理论到理论的编造与复制过程#但理论著作的

阅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他的理论创新所起的催

化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

二5阅读史是精准把握毛泽东思想及

其转变过程的重要线索

如果只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者与践行

者#或许我们应当将注意力聚焦于毛泽东思想中

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部分& 但是#作为毛泽东

及其思想的研究者#我们必定要对毛泽东思想发

展的历史轨迹加以学理考察& 当然#学习者,践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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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研究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换句话

说#尽管扮演好毛泽东思想的践行者是学习和研

究毛泽东思想的终极旨趣#但不以研究者的态度

与方式学习毛泽东思想便难以真正透彻理解和把

握这一思想体系#也就很难最终成为其优秀的践

行者& 所以#邓小平曾明确强调!*要写毛泽东思

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而且#也只

有对毛泽东思想发生与完善的历史进程加以全面

梳理#弄清深藏于其中的发展脉络和核心逻辑#才

能使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变得有血有肉#才能在

很大程度上防止将毛泽东思想,精神与智慧加以

神化& 要透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就不

能忽视其阅读史这一*催化剂+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 更何况#有历史学家早已提出了一个很重要

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既然如此#阅

读史显然是思想史考察不容忽略的重要线索&

!一"在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中寻找$大本源%

早年毛泽东与他同一时代的众多中国学子一

样#所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教育& 但是#毛泽东的

阅读史从这一时期开始便出现了一些自己的特

点---他除了阅读诸如(三字经) (幼学琼林)等

当时私塾必读书目#以及(诗经)(论语)等传统文

化典籍以外#还特别喜欢阅读(水浒传)(西游记)

(三国演义)等被当时正统教育当作*禁书+的文

本&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天下有志者自当树立阅

尽天下书之雄心与宏愿& 因此#即便是 %&$3-

%&$,年辍学在家务农期间#毛泽东也一如既往地

抽取大量的时间埋头阅读#

& 毛泽东甚至一度认

为#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资源不足以使人立志和成

才#因而还曾考虑从湖南一师退学以再次开启自

修与自学之路& "毛泽东于 %&%!年秋正式做了自

修与自学方式的最初尝试%

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研读使毛泽东

奠定了一定的国学基础和一种把握历史与传统的

基本功#而对*禁书+的阅读使毛泽东生发出一种

反叛与反教条主义的思想与精神#那么除了二者#

毛泽东的阅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旨趣---寻找

*大本源+以号召天下有志青年#进而汇聚磅礴之

力以改造中国与世界& %&%3 年 , 月 !+ 日#毛泽

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

理&+

$而且#当时的毛泽东还非常自信地认为#借

助*大本源+的力量号召天下有识之士#就一定能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大目标& 因此#在

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阅读与*大本源+的寻

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譬如#毛泽东之所

以潜心阅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书)#

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这些著作中蕴含着

某种*大本源+的要素& 当然#对青年毛泽东而

言#阅读诸如(老子) (庄子) (墨子) (论语) (中

庸)(大学)(尚书)(左传)(汉书)(史记)等中国

传统文史典籍也为*大本源+的寻觅给予了不同

层面的启示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就连

对(原富)(法意)(民约论)(天演论)等*西学+名

著的阅读#也与毛泽东寻找*大本源+有着直接或

间接的联系&

!二"早年$西学%探索(启蒙与潜在的后续

影响

毛泽东对*西学+的探索与吸收旅程#以及由

此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后续影响长期以来未引起我

们足够重视& 但是#这一维度不仅对毛泽东阅读

史而言甚至对毛泽东思想发展与转变来说都是不

容小视的& 纵观青年时期毛泽东的阅读史我们能

够发现#他较为集中地接触和研读西方各类名著

是在 %&!$年 #月至 %&!%年 "月之间& 正是在此

期间#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文学家

罗素相继来华讲学#毛泽东便是当时最热心的听

众之一& 毛泽东甚至还自告奋勇地为当时的*学

术演讲会+做记录#而且他所做的记录表很快就

刊发于(大公报)& 此外#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西

学+研究历史还可以从他为文化书社撰写并推荐

的三个书目中找到诸多蛛丝马迹#因为书目中的

书籍是他亲自选择或率先研读的& 这三个所谓的

*书之重要者+大致囊括了(西洋伦理学史)(欧洲

文学史)等西方社会科学论著#(政治理想)(杜威

五大讲演)(美国之民治的发展) (克鲁泡特金的

思想)(实验主义)等译介西方近代各类政治思潮

的著作以及(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 (天文学)

(达尔文物种原始) (创化论)等译介西方自然科

学领域的论著%

& 总的说来#西方的传统唯心主

义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皆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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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晚年毛泽东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他自己

也承认曾长期受过*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

毛泽东曾数次与人提及或讨论过康德,黑格尔等

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曾多次谈及海克尔及其著作&

%&3$年 %!月 %,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

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开头相信孔夫子#后

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 22我相信华盛顿#相信

拿破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中的不少

内容主要地呈现于晚年毛泽东的理论话语之中#

但他对这些思潮的接触和研究却早在新文化运动

期间就开启了& 譬如#阅读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

对青年毛泽东阶级意识的形成,革命理论的选择

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态度等维度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毛泽东还曾一度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相

对于其他很多理论和思潮而言更为深刻和广博&

后来#当毛泽东真正研读了以(共产党宣言)为主

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后就匆匆与无政

府主义*告别+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无政

府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短暂启蒙却在他后来的思

想认识结构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

& 尤其是

结合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我们更能发现无

政府主义对其所产生的多重深刻影响& 无独有

偶#根据毛泽东早年所列的书目和晚年的谈话记

录大致可以判断#毛泽东在 %&!$年前后就已经读

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受到了蕴含于其中的

一元哲学的不小影响& 但是#由于后来毛泽东很

快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信仰#海克尔的影响因素被暂时地雪藏了& !$ 世

纪 +$年代以来#由于阅读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海

克尔的评价的一些文本#毛泽东又重新思考和认

识了海克尔& 而且#我们能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

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晚年的政治斗争中还运用了海

克尔的部分观点#

& 当然#毛泽东早年的*西学+

探究及其后续影响是一个较大的课题#此处只是

选择了其中的几个维度尝试加以梳理以期达到尝

鼎一脔的效果&

!三"在众多思潮与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并树立坚定的信仰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及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树

立不是一个简单的挑选,抛弃和选定的过程#而是

与宏观的历史境遇,改造中国的现实诉求以及毛

泽东的阅读历程息息相关& 正如习近平所言!

*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

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

想&+

$归根结底#社会现实对科学理论的诉求是

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 但是#

我们似乎又不得不注意到#正是现实诉求给予毛

泽东阅读大量关于不同主义和思潮著作的巨大动

力& 而且#毛泽东也是在这种精彩纷呈的理论大

海中通过对比和鉴别发现了具有独特理论景观的

马克思主义#进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树立

坚定的信仰&

古人有言!*吃一堑#长一智&+毫无疑问#这

是在强调实践经验对一个人的思想转变所造成的

重要影响& 但是#有时候为了使自己*长一智+未

必需要亲自*吃一堑+#他人所遭遇的*堑+同样可

以作为我们*长一智+的重要材料& 毛泽东的智

慧和思想认识的转变也并非完全由自己所承受过

的*堑+催化生成#而是通过夜以继日地阅读吸收

了大量他人的重要经验& *有时#知识的储备是

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

兆&+

%知识的获得和知识储备的不断丰富化#既

需要丰富的直接实践经验也需要通过潜心阅读海

量的理论文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选择马克思主

义之前围绕主义选择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文本

阅读工作#其中有(新青年)(新潮)(改造)(新生

活)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也有(海克尔一元哲

学)(西洋伦理学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达尔

文物种原始)等译介西方近代思潮和理论的出版

物#当然还有(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 (社会主

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 (科学

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关于苏俄的研

究成果& 由于接触了众多不同的主义和思潮#毛

泽东的思想出现了暂时的*混沌+状态&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情况正如日本学者石川

祯浩所言!*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

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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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

!对诸多当时的仁人志

士而言是如此#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更是如此&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3斯诺"_'K@AO0(U%

的谈话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

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们知道#

这三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

主义史)&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已

经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

也是为多数学者所认可的& 但是#倘若没有阅读

这些重要文本#毛泽东则很难树立真正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深入了解一种主义是选择

这种主义并树立信仰的基本前提#而自己对相关

著作的阅读"而不是道听途说%则是了解和把握

一种主义的重要路径&

!四"通过阅读经典文本以系统掌握马克思

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识与看法#毛泽东

与众多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经历了从简单地将马

克思主义看作一种阶级斗争理论#到注重从立场,

观点与方法的重要视角系统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

复杂过程&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转变#以

及自身思想认识结构的变化都与文本阅读有着内

在的关联性& 在大革命期间#为了有效宣传当时的

理论政策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做出科学分

析#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马克思论

东方民族革命)(妇女运动解放小史)(新社会观)

等& 同时#根据 %&!2 年 2 月初毛泽东为农讲所的

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所用的讲稿内容可以做

出判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阅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

& 综合

各知情人士的相关回忆#我们还能够得知毛泽东在

长征途中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

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

到达陕北之后#相对而言毛泽东有了更充足

的阅读时间#他不仅数次阅读了李达的(社会学

大纲)和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也读了艾思奇

的(哲学与生活)#研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

(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

物论)"上册%#以及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基础理论)等& 其中的一些著作为毛泽东撰写

(实践论)与(矛盾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

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毛

泽东逐步做到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而不再是仅仅

聚焦于其中的一个维度& 正如有学者所言!*写

作(实践论),(矛盾论)#并不是毛泽东研究哲学

的结束#而是他研究哲学的新的开始&+

$

(实践

论)和(矛盾论)的诞生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加以系统掌握之后所做的重要创造与发挥#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重要的著作&

而且#此后毛泽东在理论创造过程仍继续阅读大

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足见#毛泽东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言的那样读

了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便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实质& 实际上#毛泽东为系统掌握马克

思主义而阅读的著作远比很多人所想象的要多&

当然#一个思想家是否能够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

义精髓基础上对这一理论体系加以丰富和发展#

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量#更

重要的是阅读的方法与深度& 正如有海外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

的接受#是建筑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最不教条的

灵活解读之上的&+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推动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且枝繁叶茂#关键在于他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阅读从来都是以一种非

教条主义的范式加以展开&

!五"力图借助文本阅读以解决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既多次给广大中共党员干部推荐过系

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曾有针对性地给个别中共

党员干部推荐过一些书目& 其中#后者往往是毛

泽东为了让对方通过阅读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并在此基础上找出纠正问题与错误的路径& 因

此#对毛泽东而言#评书与荐书显然不是为了炫耀

自己的阅读量之大#而是一种为解决现实问题而

进行的特殊政治领导方式& 但是#评书与荐书的

根本前提就是自己率先阅读所评与所荐之书& 因

此#毛泽东的理论文本阅读与他所从事或指导的

很多实践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四处纷飞的战火中#毛泽东既为了寻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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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有效路径#又为了系统掌握马

克思主义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著作阅读& 而在热

情似火的社会主义建设岁月里#毛泽东为寻找解

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灵感也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

义著作& 例如#在 %&#+ 年以后#毛泽东特别重视

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

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部重要

著作的深度阅读& 毛泽东深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

建设方面尤其是发展城市经济的经验极为缺乏#

因而他在阅读这些著作之时是充满期待的#特别

渴望从中找到一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

根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根据毛泽东于

%&#,年 ,月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时反复提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的一些概念和论述#我们能够判断毛泽东在此

前已读过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

& %&2+ 年#既为

了应对已进入高潮的中苏论战#又为了在国内有

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改变许多同志仍不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现状#毛泽东对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提出明确的理

论文本阅读要求---学习 +$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个书目先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意见拟列出再由

毛泽东审定#它囊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和普列汉诺夫的重要文本"

& 很显然#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

量之大是非一般人所能比的&

!六"阅读史与毛泽东晚年激进思想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阅读向来是一种批

判的阅读#却也有时候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矫枉过

正& 比如#他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时对

其加以尖锐的批判#其中大多数内容是言而有据,

符合实际的#但也存在一些过度批评与否定的方

面& 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毛泽东组建

读书小组深度阅读这一文本#既是为了纠正*大

跃进+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

运动找到经典理论根据&

对于毛泽东的阅读史#斯诺曾指出!*他读书

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

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

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西方古典哲学家及其思

想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

以来未得到学界重视的一个维度& 但是#无论从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生发与转变之旅#还是从他晚

年外交话语的构建与表达#抑或是他晚年所展开

的激烈的思想路线斗争的视角加以审视#西方古

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是不容轻视的

影响因素$

& 黑格尔的因素之所以会成为晚年毛

泽东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影响#前提便是毛泽东对

黑格尔哲学的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而这种理

解和把握又基于他对黑格尔著作的潜心阅读& 毛

泽东不仅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中苏学界

对这一文本的研究成果了解黑格尔#也以直接阅

读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阅读与逻辑学相关著作的

方式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思想& 基于此#毛泽东

曾对黑格尔及其贡献做出过简明扼要的评价!

*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

辩证法&+

%可见#从阅读史的视角加以审视#黑格

尔哲学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所造成的影响是有

迹可循的& 毛泽东晚年激进思想理路的影响因

素#除了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无疑还有中国传统文

化的要素& 后者对毛泽东思想所构成的影响既表

现为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经典话语大量出现于他的

理论话语当中#也表现为他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

争议的人物"如秦始皇%的重新评价和定位&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晚年偏离实事求是路

线和思想变得较为激进#其原因显然不仅仅是他

所阅读的理论著作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更为

重要的可能是由于他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且阅读

方法层面出了问题#以至于在阅读过程中多次出

现矫枉过正的现象&

三5阅读史是领略毛泽东个性特征与

人格魅力的重要侧面

研究毛泽东必须将其视为有血有肉的常人#

而不是一味地将其能力,才华和魅力加以刻意拔

高#更不能够将其学识与品格加以神化#因为情绪

化地拔高或神化皆不是真正将毛泽东视为学术研

究的对象#只有理性地对待和深入地剖析与毛泽

东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系列理论渊源,历史

事件并最终勾勒出他的完整思想肖像才是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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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学理研究& 但是#研究毛泽东却又必须看

到他异于常人的无比鲜明的个性特征#否则也就

难以回答为何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能够长

期作为最高领袖这一历史问题& 毛泽东显著个性

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而他的阅读

史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 正是由此#梳

理毛泽东的阅读史便成了透视毛泽东个性特征不

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有学者曾明确指出!*讲他

的阅读史#既是看他在书山路上的阅读风景#也是

领略他精神个性的风景&+

!当然#强调梳理毛泽

东的阅读史对于解读其个性特征的重要性并不意

味着从阅读史的维度就能够将毛泽东鲜明的个性

特征完完整整地加以梳理,透视和概括& 实际上#

从这一维进行审视所能够窥见的只是毛泽东性格

特征中比较重要和显著的方面而不是全部&

!一"锐意进取与勇立潮头互嵌统一

无论是青少年时期还是中老年时期#毛泽东

从未以纯粹理论学者和研究者的姿态出现#他甚

至从不屑于充当这样的角色& 但是#纵观毛泽东

一生的阅读史却多少有些使人费解#尤其是他的

阅读量之大十分令人吃惊& 对毛泽东而言#阅读

是伴随着他一生的习惯& 青少年时期即便辍学在

家#他也随时不忘给自己补充*精神粮食+$在枪

林弹雨,艰险万分,前路莫测的长征途中#他强忍

着病痛阅读理论著作$在日理万机的社会主义革

命与建设岁月#他也时刻不忘给自己*充电+& 为

了寻找*大本源+#他借助各种途径阅读了大量中

国传统文化典籍,*西学+名著以及介绍*新学+的

各类著作$为了在众多思潮与主义中进行对比和

筛选#他阅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

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著作$为了

总结革命与建设经验,批判教条主义以及在此基

础上构建和阐发新理论#他废寝忘食地系统阅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了扭转整个中国共产党

的党风,学风和文风#他时常将自己阅读过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荐为整风学习的必读书目$为

了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偏差与失

误#他组织读书小组深入阅读苏联领导人和理论

家们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这一切#都从

不同侧面呈现出了毛泽东注重提升自我的锐意进

取精神品格&

但是要成为思想与理论的巨人#不仅需要不

断提升锐意进取的精神#还必须具有勇立潮头的

优秀品格#要敢于并善于成为社会历史发展潮流

的引领者&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毛泽东*是走在

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

&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历史涌动方向的发现

者和引领者#与他的丰富阅读经历不无关系& 自

青少年时期伊始#毛泽东就格外喜欢阅读蕴藏着

大量时事政治信息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尝试发表

略显稚嫩与不成熟的政见& 依托于调查研究或文

本阅读对现实加以全面了解和把握#无疑是勇立

潮头和引领社会历史潮流的重要基石&

!二"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

关于毛泽东鲜明的个性特征#国内外众多学

者都曾参与深入思考和精彩讨论& 他们或者从唯

物史观的视阈进行思考和阐释#或者以田野调查

的方式加以观察和报道#又或者以还原主义的方

法加以解读等& 这其中#每一种研究的范式和路

径背后所产生的成果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

视& 只有如此#方能继续推动这一重大课题的研

究向纵深挺进&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对

自己的性格特征做过深入剖析和简单描述& %&22

年 3月 ,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在我身

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再

度研读毛泽东这封信我们会发现#他在其中做了

深刻而清醒的*自我解剖+&

$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

并未对此言语做出具体而明确的阐释#但将这一

话语放回原初的语境之中我们却能对其基本含义

加以理解和把握& 简言之#信中所言之*虎气+#

顾名思义就是指某种做大事者应有的英雄气概和

原则的坚定性$而信中的*猴气+#则主要是指一

种圆融,灵妙的处世之道和用于解决问题的策略

灵活性&

毛泽东这种性格的形成必然与其所处的家庭

环境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甚至还可能与他

的遗传基因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阅读史也是毛

泽东这种特殊性格养成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尽

管这或许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呈现于毛泽

东身上的原则坚定性#或多或少得益于他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这种坚定信仰的树立则有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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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著作的精心阅读& 其

次#毛泽东能够在必要之时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

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得益于唯物辩证法的浸润与滋

养& 毛泽东曾坦言#正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才*初步地得

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

& 可见#毛泽东通过对马

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进

行悉心阅读#获得了一种发现,分析,认识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与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剖析毛泽

东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个性特征#

不应忽视他丰富的理论文本阅读经历&

!三"$重点论%与$两点论%的兼顾

毛泽东一生所读过的书籍已经难以准确计数#

因为他读的书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也极为繁多&

但是#毛泽东的阅读却往往有重点,有偏向!为解决

中国问题而展开阅读& 毛泽东之所以要借助艰辛

的阅读之旅在众多主义与思潮中进行对比和筛选

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由于通过深入对比

分析之后他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是能够真正解决

中国问题的主义& 而且#在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

著作的进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重点是将蕴

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的科学方法运用于

中国的实践&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读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

列主义经典著作&+

"换句话说#对于毛泽东及其

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有助于解决中国实

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便是他们的阅读重

点& 当然#呈现于毛泽东阅读史之中的*重点论+

并不局限于他对文本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文本

的阅读过程之中& 有熟悉毛泽东阅读史的学者曾

指出!*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

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

而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

#透视毛

泽东的阅读史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不仅善于在繁

杂的书海中挑选出重点阅读书目#更善于将一本

书中的重点内容加以提炼和把握&

但是#毛泽东的*重点论+从来都不是建立在

忽略*两点论+基础上的& 恰恰相反#在毛泽东那

里#*重点论+和*两点论+实现了完美结合#而且

这种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于他的阅读史中&

毛泽东曾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

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曾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仅

要读无产阶级的书也要读资产阶级的书#而且也

强调读书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都要以一分为

二的方式加以展开#即既要充分领略和把握其深

刻内涵又要善于发现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之处& 更

重要的是#毛泽东自己经常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极

好的表率& 比如#他在阅读(共产党宣言) (资本

论)等经典文本之时皆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而

不是一味地赞扬和肯定&

!四"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统一

在革命与建设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为解

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

阅读#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

神& 毛泽东的阅读之所以能有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的效率#想必与他阅读经常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

针对性有极大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单纯地以一

种现实主义的视角审思毛泽东的阅读史却是非常

片面而肤浅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一生除了阅

读大量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著

作#还阅读了无数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而且#他

本人亦是大量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十分受人推

崇的文学家和诗人& 对于作为文学与诗歌的爱好

者与生产者的毛泽东#我们显然难以用现实主义

的思路加以解说&

作为伟大哲学家和革命家#毛泽东必须以理

性和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国内国际发展的基本动态

和局势& 但作为杰出的诗人#毛泽东又有着无比

浪漫的情怀和昂扬的斗志#这一点我们能够从他

所喜爱的和自己所作的诗词中窥见一二& 因此#

有学者认为!*从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

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

%

*唤起工农

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

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踏遍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等等& 这些充满革

命浪漫主义情怀和昂扬奋发斗争精神的诗句#至

今读来都令人激情澎湃&

#而且#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有时候是不矛盾的& 毛泽东的不少诗词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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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罗建华!毛泽东的阅读史!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人格魅力的重要维度

以格外耐人寻味#正是因为它们实现了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统一&

!五"尖锐批判(积极继承与善于创新的协调

毛泽东时常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理论文本#

这已经是为众多学者所注意到并阐释过了的& 即

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毛泽东也是

强调要以一分为二的范式和批判的眼光加以阅

读#否则不会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会赘生

出教条主义者&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老祖宗的

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

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

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

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

层面对此问题加以强调#更是以实际行动在党内

做出表率& 譬如#纵观(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下两卷我们就会发现#贯

穿毛泽东理论文本阅读过程的重要特点便是依托

于批判性阅读和吸收进行理论创造& 又如#毛泽

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认识和界定就带有犀

利的批判眼光#他指出这一文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的完成而只是开端& 在硝烟几乎弥漫着

整个中华大地的岁月里#毛泽东所喜爱和阅读过

的不少书籍都未能保存下来#但二十卷本的(鲁

迅全集)却始终伴随着他& 由此可见#他对鲁迅

及其著作的明显偏爱&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曾说!

*我就是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

通的& 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

觉&+

"鲁迅将批判的剑尖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在缺陷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这种思考与

批判的深刻度是非常人所能及的& 同时#他也对

当时中国的社会残酷现实进行了精准剖析和揭

露&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偏爱有加#说明他对鲁

迅的批判与反叛精神是极为赞赏的#而这又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毛泽东自身善于尖锐批判的反

教条主义精神与品格&

但是#批判地阅读并不是只抓住文本的缺陷

不放#而是在扬弃基础上对其中的思想理论精髓

积极吸收#进而建构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容

纳了毛泽东诸多重要创见的(实践论) (矛盾论)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以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尽

管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

的#但也是在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基础上产生的& 正是在这种理论文本阅读与生产

之旅当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善于在尖锐批判,积

极继承基础上大胆创新的鲜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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