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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行为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
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兴衰，“领导是关键”。
事实表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英雄，是毕生为中国各族人民谋利益的优秀儿子，也是领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领袖。
    现代中国的巨变，根源于毛泽东巨大的领导能力，根源于他杰出的领导才智。
在领导艺术上，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运用权力，发挥权力，发动人民，号召群众的伟人，在领导工作
中，毛泽东表现出卓越的理论才能、决策才能、组织才能、协调才能和激励才能。
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而持续的热情和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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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领导素养 自觉建构　　第一章　勇于锻炼 逐步完善自我　　海伦·斯诺说：“才智的开
端是承认矛盾的存在”。
⋯⋯毛泽东尤其有耐性，直忍耐到一触即发的时候。
争取命运的转机，不能太急，也不能太迟。
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前头。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非常注重实际的人，通过把他的特殊的洞察力与品格相结合
，他成了许多其他极有才能的人们的领袖。
但是，他的领导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在各种环境中自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
　　一、找到起点 挽救中华　　一位现代领导人，必定是一位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在领导素养中，领导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目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它是领导人培养领导能力
、铸造自我、完善领导能力、实现领导任务的重要内在动力。
可以说，一个人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成其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一个人没有远大的志向，就难有
杰出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自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终生没有动摇。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
理想。
”为了它，毛泽东奉献了一切，同时他在树立和实现志向的过程中，完成了他领导能力的培养和形成
。
在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才华中，具有远大的理想，永远追求真理是其领导素养的重要方面。
　　20世纪初的旧中国，外忧内患，民不聊生。
这时，毛泽东阅读到一些宣传救亡思想的书籍，尤其是《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此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这些书中记述的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大量史实和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使他在青年时的政
治意识中，开始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国民的天
职。
　　武昌起义胜利后，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当大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应该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担任，并
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投笔从戎，参加长沙起义新军，在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当列兵，前后待了半年，
目标是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并剪掉辫子以示决心。
　　孙中山失败了，他被誉为“中国的华盛顿”，却没有华盛顿那样的成功。
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抱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不尽的革命热情，但他缺乏策略，这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他的最后胜利。
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农村的大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就在这前后，毛泽东读到了《世界英雄豪杰传》。
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对肖子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不久，他为自己取名为“子任”，立志要救国救民。
　　年龄的增长使毛泽东实现自己抱负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从军队回来后，他继续读书，但众多的招
生广告使他难以选择；他本想考警政学校，却被一个不收学费、供给膳食且稍有津贴的肥皂制造学校
所吸引，想成为一个肥皂专家。
后来，他又渴望做一名清廉的法官或商业专家。
毛泽东进入了一个商业学校，但只有一个月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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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最后进入了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一学期后，他退出了这所课程繁杂、校规苛严的学校。
他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图书馆，开始了他所说的“自我教育”生活。
真是一片新天地！
毛泽东像一头闯进人家菜园尝到美味的牛一样，拼命地吃。
这种经历很像马克思，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座位下登出两个脚坑，而毛泽东则是湖南图书馆每
天最早进去和最晚出来的人。
中午仅仅休息片刻，两块米糕就算午餐。
他好像离不开书籍，即使在后来的转战时期也是如此。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
之以恒。
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他读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
梭的《民约论》和斯宾塞的《逻辑》等，读到了有关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的书籍，还有诗歌、小说及
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
中国的许多共产党人都走了这条道路——他们通过《天演论》找到了马克思，先学习西方，再反抗西
方。
先驱者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颇有道理。
　　对此我们这样解释：西方是侵略者和殖民者，但拥有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的抵抗是正义的，可
它又比资本主义落后数百年，这是一种双重逆向，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能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中国既要抵抗、争取和保持独立，又要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但是，中国人必须在抵抗、改革、开放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
　　在湖南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1951年，他在北京对他的老同学们说过，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
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上一看。
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
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在韶山
冲里，我就没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
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
造的。
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
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
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毛泽东在旧中国的茫茫黑夜中寻找着指引他到达理想彼岸的真理，从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到王船
山；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
论到18世纪、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至托尔斯泰主义，什么他都去接触，都想研究
，一时他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
”而真理总像蒙着面纱的美女，隐约可见却又捉摸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担任的工作之一是登记
来图书馆看书报者的名字。
看着一个个宣传新思想的“知名人士”在自己面前留下签名，毛泽东是多么想向他们请教，以满足自
己追求真理的渴望呀！
他想同一些有名的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交谈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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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湖南土话。
倔强而自尊的毛泽东，并未因冷遇而灰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传播新思潮的报刊书籍，认真旁听北大
的一些重要课程，积极参加进步学术团体的活动，广泛联络各方面的进步青年，不断地对各种学说进
行研究、分析、比较和选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迅速的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经历了“五四”运动等实际斗争的洗礼，毛泽东于1920年第二次来到北京，在研读了当时所能找
到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之后，他逐步克服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抛弃了唯心主义的
历史观，懂得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得出了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才能救中国的结论，从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毛泽东这种挽救于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意志，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使他最终投入到历史上最
艰苦而又最辉煌、最需要耐心意志而又最激动人心的斗争。
正是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他的领导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提升，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和
建设事业的伟大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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