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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自传》是一本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超级畅销书，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出版时即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面世畅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中国革命
，六七十年代又改名为《毛主席的回忆》大量翻印，可谓经典励志读物。
　　《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的珍贵文献，也
是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的中共领袖传记，可谓 “中国第一自传”。
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最早发表在ASIA月刊；中文由汪衡最早翻译发表于上海《文摘》杂
志。
　　本书以史说书，以书说事，以事说人，围绕《毛泽东自传》写作翻译出版的前前后后，从版本学
角度对早期毛泽东传记进行系统研究，解谜尘封七十年的故事，披露鲜为人知的珍闻，细说历史轶事
细节，集《毛泽东自传》收藏之精华，补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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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晓平，1971年出生。
安徽安庆怀宁人。

　　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学系和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班。

　　诗人，作家，文学编辑。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
著述300余万字。

　　主要著作：诗集《写在浪上》，长篇小说《爱着》，历史文学《毛泽东的亲情世界》《邓小平和
世界风云人物》《记者之王》《感动中国》《大路朝东》，长篇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斯诺传奇》。

　　主编作品：“开国伟人印象丛书”（《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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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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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七章 毛主席最爱唱的《红辣椒》敬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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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知道毛泽东有“自传”吗？
你读过《毛泽东自传》这本书吗？
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就像我在二00一年策划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一样，一定会对《毛泽东自传》感到
惊奇。
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一个时代的象征，而且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永恒的记忆。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毛泽东的记忆是红色的。
但这红色的记忆，最早却来源于西方人的笔下。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著名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群公平、公正、正义、富有良
知和同情心的西方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优秀品质，冲破重重封锁和艰险，把毛泽东及其战友领导
的中国革命的真相公布给全世界，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这些珍贵的文字如今都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历史资料，《毛泽东自传》就是其中最为经
典的篇章。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伟人毛泽东说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未来最终是属于你
们的”期望和嘱托送给了我们年轻人，而他的青少年时代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毛泽东自传》就是这样一本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的“自传”。
捧读它，就好像是在面对面地聆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没有做作，没有浮躁，
没有功利，甚至也没有传奇。
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们肤浅的想象，但读起来仍然是
那么的从容而又漫不经心，宽容中蕴藏着坚忍不拔，善良、英勇、顽强、自信、拼搏等等这些形容词
，在《毛泽东自传》面前已经黯然失色。
《毛泽东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好像是在聆听自己爷爷的故事，而毛泽东
特殊的经历和磨难，在平平淡淡的叙述之中也变得平静如水，真实可信，风趣幽默。
比如，他说：“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
当我在十三岁左右吋，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
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
父亲当众骂我。
说我懒惰无用。
这使我大发其火。
我愤恨他，离开了家。
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
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
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
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
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
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
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顽皮，淘气又可爱。
不爱“死读书”和“读死书”的毛泽东从小就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奇小说。
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十四五岁的农村伢子毛泽东在读书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并不是仅仅沉浸在传奇
小说精彩故事的情节里。
《毛泽东自传》里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
田地的乡下人。
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
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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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
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这个“发现”令毛泽东大吃一惊，而且竟然让他“奇怪了两年”。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分析，他对历史小说中的这种现象感到纳闷，甚至提出丫
质疑！
难以想象，这样与众不同的思考竟然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一个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的山沟里的少年身上
，这是多么的了不起！
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或许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即使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完这些古典小说，也不一定能总结思考出这样深刻的命
题。
显然，这样的阅读和独立思考，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以至中国革
命的最后成功，都是有着启发和帮助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他十四五岁的乡村生活中，他是渴望着中国历史应
该有一位“农民英雄”的出现，而他自己或许也开始在心中埋藏了一个“英雄”的梦想。
早在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就这样冷静地写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
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但斯诺同时还认为：“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
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
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
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
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穿越时间和空间，埃德加．斯诺在七十多年前的一九三六年说的这些话，依然回味无穷，发人深思
。
而历史已经告诉未来——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记忆的天平上，他永远是一块让中
国与世界平衡的砝码。
发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明天的创造，弘扬革命的过去是为了未来的辉煌。
二○○一年九月，由笔者策划、编辑校订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
售、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写书名的《毛泽东自传》与亿万读者见面，在中国掀起了“毛泽东热”。
这股热潮持续到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伟人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随着几百种毛泽东
图书的面世或再版，可谓达到了高峰。
七年来，《毛泽东自传》的再版一直备受广大热心读者、收藏界、出版界和媒体的关注。
应该说，《毛泽东自传》重新发掘、整理和出版是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收藏界的充分肯定的。
但也有许多热心的专家、读者就《毛泽东自传》的版本和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
这些意见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新版《毛泽东自传》提出批评。
他们的许多意见是非常好的，但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七年来，我怀着一腔热忱，在许多收藏家和热心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将《毛泽东自传》的来龙去脉
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期间，有幸接触和接收丫来自中外不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和更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对《毛泽东自
传》当年写作、翻译、发表、出版的过程和背后的历史作了比较深入的发掘、探索和整理。
在本书一开始，需要说明的是，我主要是从图书版本学上来探讨作为单行本图书《毛泽东自传》的出
版历史、意义、价值及其背后演绎的故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谜《毛泽东自传》>>

而《毛泽东自传》与稍后出版的《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毛泽东口述的内容
上，除了文字翻译上的个别差异之外，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作为图书出版来说，《毛泽东自传》和一九三七年最早翻译发表《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杂志，
以及与《西行漫记》之间，在版本、写作方式上则又有所不同。
而且《毛泽东自传》诞生在《西行漫记》前一年，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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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一九三七年《毛泽东自传》首次发表和翻译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七十周年了。
在我看来，《毛泽东自传》的釆访写作、编辑、翻译和出版的历史就像一部神话。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部红色超级畅销书，《毛泽东自传》在二十一世纪初再次成为红色超级
畅销书，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这是中国图书编辑和出版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事件。
作为一本史料和文献性的学术著作，《解谜》的写作就是为了记忆这段与中国革命及其胜利密切相关
的历史，纪念为《毛泽东自传》的诞生付出心血的先人和革命前辈，怀念伟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
的贡献和牺牲⋯⋯因此，可以说，我所要写的其实就是《毛泽东自传》的“传记”。
本书的写作缘于二00一年策划编辑出版《毛泽东自传》。
那年九月九日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的“《毛泽东自传》首发式暨向毛主席亲属赠书仪式”，至今
仍历历在目。
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同志在短短的四十分钟内，为近三百个热心读者签名留念。
因为是新中国建国后首次正式作为重大图书选题经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出版，《毛泽东自传》一下子成
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印刷达二十多万册。
与此同时，祖国各地陆续发现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自传》，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或消息或评论
或选载或连载，争相报道，轰动全国。
随后，以《毛泽东自传》为龙头的红色收藏热迅速在神州大地升温，持续至今。
七年来，我陆续收到来自全国《毛泽东自传》的热心读者、收藏家以及毛泽东研究者的来信、来电达
两百多封(次)，既有热情给予赞扬的，也有热心甚至严厉给予批评的；既有提供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
资料的，也有咨询收藏资讯请我鉴定的⋯⋯一封封信件，一个个电话，还有一封封E-mail，不仅给了
我新的知识和新的史料，还给了我鼓舞、信心和骄傲，并让我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事业的
方向和做人的方式⋯⋯在《毛泽东自传》出版和本书的写作中，我参考、辑摘了众多前辈、专家、学
者的研究成果，诸多《毛泽东自传》的热心读者和收藏家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成为我前进
的动力。
经过七年业余时间的努力，《解谜》终于付梓，可以说是《毛泽东自传》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也算是
自己为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和红色收藏事业尽了绵薄之力。
希望我的研究，没有辜负众多《毛泽东自传》热心读者和收藏者的期望，如果能抛砖引玉为红色收藏
家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那将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而每每翻开和重温这些尘封六七十年的珍稀宝贝，我心中总油然而生沧海桑田之感，抚今追昔，伟人
虽逝，但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山高水长⋯⋯在这里，我要感谢汪衡先生的女儿汪丹熙女：上，因为
策划编辑《毛泽东自传》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她授权委托我作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本版权的全权
代理人，这种信任和友谊是无价的；我要感谢原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
和夫人何理良女士，感谢《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主要泽者王福时先生，他们热情接受采访和指导，
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和鼓舞；我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社长程步涛和
红色收藏家张国柱等同志，正是因为他们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自传》才得以重新与亿万读者见面；
我要感谢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特别提供馆藏珍品一九三七年最早发表《毛泽东自传》
的英文杂志ASIA(《亚细亚》)影印件，使得本书更加完善；我要感谢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训明、上
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秦曾复、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戴龙基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蓝鸿文诸
位教授先生，他们为我的研究给予热心帮助；我要感谢远在皖西南故乡的父母双亲，耄耋之年的他们
体弱病重，依然时时关注我的事业和进步，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最后，我尤其需要感谢的是几位著名的红色收藏家，他们无偿地提供大量藏品资料，或热情指导批评
，使得本书锦上添花，他们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杨翔飞、金铁华、秦杰、奚景鹏、程宸，他们矢
志红色收藏事业的雄心壮志，令我叹为观止，敬佩不已。
尤其是翔飞、程宸兄在《毛泽东自传》上的收藏和对我的无私支持，我心存感激。
此书的出版同样也是他们忠诚红色收藏事业最好的见证。
书中历史图片大多为斯诺先生和已无法知道姓名的前辈所摄，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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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资料搜集的不易和诸多客观技术原因，作为学术研究，本书观点乃一家之言，仍存在诸多缺点甚
至错误，恳请诸位方家教正，诚恳接受批评，不胜感激。
追本究源，在本书的结尾，还是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毛泽东自传》的“始作俑者”埃德加．斯诺这位
可爱又可敬的美国人的心声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每一次阅读下面这段来自他自传体著作《复始
之旅》中的：文字，就像被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它永远打动着我，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 我不
会忘记中国的。
尽管我没有资格向中国索取什么东西，中国却占有了我的身心。
是中国人民，那些苦难的人，用他们的微笑，让我看到了自己内心隐藏着的冷漠的恐惧和怯懦，而他
们曾一度让我幼稚地认为他们低人一等，  可他们的身上却显示着勇敢和决心⋯⋯ 我和中国的革命者
们相识，胜利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开心大笑，失败时我和他们一起伤心流泪，我仍然支持中国的事业
、因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
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救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
但是，我再也不敢想象我个人还能对中国起到什么作用，我只不过是历史沧海的一粟，而历史有它自
己的发展逻辑，我既无力改变它，也没有评说它的天赋权利。
再见了，中国！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的黄土岗上，留在碧绿的梯田里，留在晨雾中隐约可见的孤岛似的庙宇里
，留给那些曾经信任过和爱护过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曾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乐的文明的
农民，留给那些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却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的孩子们，留给那些与我地位相等的熟
人和恋人们，特别是留给那些满身虱子、领不到军饷、忍辱负重的士兵们，他们难以思议的自我牺牲
使一切生活具有价值，并赋予这个伟大民族为争取生存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以崇高的含义⋯⋯ ——“
我热爱中国！
”这是斯诺最后的遗言。
中国，没有理由不爱你呀，我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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