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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是中国的历史巨人，也是世界的历史巨人。
他在世时．不仅书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写了世界的历史。
是他，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生长在山沟的赤子，父母赋予他生命，大地赠予他灵气，青山滋润他的
心田。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他用自己的奋斗开创了许许多多个第一，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数十
年之久。
天时、地利、人和是人们走向成功的基本要素。
毛泽东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别人不曾具有的优势。
他出生于19世纪末，成长在20世纪．这是中国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时代需要英雄，时代造就了英雄
。
毛泽东是时代的弄潮者。
人们走向成功，既需要有利的客观环境。
更离不开主观努力。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拼搏的一生。
强健的体魄、高尚的道德情操、完美的人格、独特的性格、和谐的人际关系、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一
切一切，都是毛泽东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人类要继续前进，我们的事业要继续进步，人们需要更多的成功。
正因为这样．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成功智慧，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可以借鉴毛泽东的成功智慧，在未来少走弯路，更快捷地走向成功；我们可以学习毛泽东的成功
经验，让我们的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成功智慧中吸取养分，把事业，把人生推
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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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有强健的体魄、高尚的情操、完美的人格、独特的性格、超人的领导智
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有着超世绝伦的才华。
亦不仅仅在于时代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而更在于他从小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远大志向。
因为，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能发展得越快。
对社会就越有益。
    毛泽东以山的坚强、水的柔情、土的质朴、火的激情、诗的浪漫，加上他的机智、豪气、胆略、智
慧、素质、品性、渊博的学识、为人处世的原则、治国安邦的谋略，为中国这块土地涂上了一层基本
色。
    博学多才，既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天生的，毛泽东成功的事例告诉我们：博学多才的唯一途径
来自学习。
他认为读书是学习，应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如果想获得成功，那么你就学习吧。
像毛泽东那样在实践中带着问题去刻苦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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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非学无以广才　一、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二、“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三、“经书杂书
”，相得益彰　四、读书，贵在独立思考　五、不动笔墨不看书　六、读无字之书　七、“人有善，
虽千里吾求之”　八、经世致用第二章 野蛮其体魄　一、体为知识之载，道德之寓　二、担大任者必
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三、锻炼身体也要个性化　四、持之以恒，方能受益　五、用最简单的办法
也可以补脑健身　六、练体与练心相结合第三章 全党领袖　一、树旗帜与“找真同志”　二、正确对
待党内山头　三、三大法宝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五、跳出周期率　六、治党要以史为鉴　七
、从严治党第四章 共和国缔造者　一、建设国家也不能搞关门主义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三、靠
总结经验吃饭　四、向科学进军　五、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高于一切第五章 三军统帅　一、须知政权
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　二、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　三、从战略高度考虑游击战争　四、克敌制胜
靠士气　五、一盘棋的思想　六、出奇制胜　七、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八、高瞻远瞩，未雨
绸缪第六章 改变世界历史的人　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　二、走俄国人的路和向苏联
学习　三、扩大国际交往，树立国际形象　四、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五、小球推动大球　六、结交
穷朋友第七章 驾驭全局的秘诀　一、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二、集思广益，从善如流　
三、学会弹钢琴　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　六、要么不抓，要么抓住
不放　七、预则立，不预则废第八章 吸引与凝聚力量　一、任人唯贤　二、知人善任　三、不拘一格
选人才　四、“吕端大事不糊涂”　五、授权是成事的分身术　六、“有了母鸡何愁没有蛋呢”　七
、利用互补增强能量　八、爱才有道　九、“小舟变大舟”第九章 与人相处的智慧　一、谨慎交友　
二、做事论理，私交论情　三、涵纳百川，不择细流　四、以礼相待，以诚相待　五、“敬老尊贤，
应该应该”　六、“还是很讲朋友义气的”　七、在国际舞台上第十章 以德服人　一、“做一个掀天
揭地的人！
”　二、做一个纯粹的人　三、愈挫愈奋，矢志不移　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五、“还是勤俭节
约”　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七、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第十一章 成功需要情和爱　一、孝敬
父母　二“是一家，不分彼此”　三、“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四、枪林弹雨中的真情　五、夫妻之
间也要讲原则　六、手足情深　七、怜子如何不丈夫　八、亲朋戚友，人间真情　九、“人民万岁”
第十二章 养成大业之性　一、勇气和骨气　二、容天下能容之事，忍天下能忍之事　三、克制容忍，
勿现于辞色　四、平民意识　五、事业上创新，生活上恋旧　六、热爱大自然第十三章 成大事之艺　
一、“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　二、以书法为桥　三、纤笔一枝，赛过三千毛瑟精兵　
四“把报纸看作自已极重要的武器”　五、语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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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非学无以广才一、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大事，必须有大本事。
要有大本事，就必须努力学习。
古人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百年最伟大的成功者。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发愤读书，在学海中邀游，在书山上攀登。
他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
1909年，毛泽东在说服父亲后，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
这最后一年的私塾学习，教学方法和内容与以往大不相同，先生以渊博的知识、新颖的思想、启发式
的教学方法，使毛泽东读了不少以往不曾看到过的书，也想了不少问题，思想大为开放，并最终产生
了要走出韶山冲的强烈愿望。
1910年秋毛泽东又成功地说服父亲暂时收起让他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的想法，到东山学校去读书。
这-决定，对毛泽东的一生无疑具有转折意义。
无法想象，如果毛泽东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去做米店伙计的话，毛泽东还是不是日后的毛泽东。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
旧式私塾只是教授经书之类。
东山学堂虽然也教经书，却主要实行“新法教育”，讲授当时作为新学内容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
校长李元圃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
他常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学生讲一些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压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听了，深为祖国的命运而忧虑。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从那里借阅历史、地理方面的书。
看到他那么如饥似渴地读历史书，国文教员贺岚冈很是赞赏，感到毛泽东的确不同凡响，贺岚冈还特
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
这是明朝人袁黄依照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写的通史。
东山高等小学堂给了毛泽东新的知识，向他展示了一个比韶山冲广阔得多的世界，从而也激起了毛泽
东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望，唤起了他更加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要寻求更多的真理，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
。
当他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到学堂旁的东台山山顶的时候，只见七级宝塔，高耸入云，极目远眺，万
里河山，苍苍茫茫。
偏居一隅的东山已经不能容纳他汹涌澎湃的心。
毛泽东决定冲出乡关，到长沙去！
到一个决然不同于东山的大地方去！
此时，中华大地上已经响起了伟人的脚步声。
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出湘潭，跟着东山学堂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冈老师来到了长沙。
经贺老师推荐，他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对毛泽东来说，长沙的确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它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二三十所新学校。
毛泽东所崇拜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和唐才常创办的时务学堂就在这里。
此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起的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两湖地区，
尤其是武汉和长沙正是斗争的最前沿。
毛泽东初到长沙，便被这激荡人心的革命气势所感染。
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学了几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
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支援武昌起义，为革命尽一份力量，投入长沙革命军，当了湖南新军二十五混
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列兵。
当兵期间，毛泽东并未放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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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里士兵每月饷银7元。
在这7元之中，毛泽东每月除花2元用在伙食上，以及买水要用些钱外，其余的都用来购买报纸。
每天操练以后，一有工夫，他就坐下来看报。
他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纸的人。
清帝退位后，人们普遍认为革命已经成功。
当初，毛泽东参加新军的目的就是为支援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
既然革命已经成功，毛泽东决定脱离军队，继续念书。
1912年春，毛泽东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的挽留，离开了兵营，决定继续求学。
在经过许多选择后，毛泽东报考了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
毛泽东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主张教育为主说，取得了第一名。
他当然被录取了。
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的学校。
学校的图书馆里，当时京、津、沪、汉有名的报纸，本省的公私报纸，订得相当齐全。
毛泽东在择业问题上经过一番选择后，仍然把兴趣放在“革命后的国家大势和民族、人民的命运”上
。
他经常出入图书馆，翻阅各种报章杂志，研究社会问题。
他写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就反映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
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
募民能徙至北门者赐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
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
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
毛泽东则从这个故事生发开去，抒发了他对“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原因的感叹。
毛泽东认为，法令是国民谋幸福的工具。
法令越好，为老百姓谋取的幸福就愈好。
老百姓唯恐不颁布这样的法令，唯恐颁布了而不生效。
一旦颁布，必尽全力保护和维持，务使其达到实施完善之目的。
政府为了国民而立法，国民岂有不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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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毛泽东又指出，黎民百姓最怕的，是那种打着为民的旗号，实际上并不实行或并不代表人民
的法律。
这样，“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人民不关心法律，“吾又何怪焉？
”毛泽东这里是借古喻今，讽喻当时袁世凯政府并不真正地代表人民。
毛泽东已经从当时“共和”的表面，认识到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和”、“幸福”的实质。
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使他的国文老师不禁拍案叫绝。
他给这篇文章打了个满分，并在这篇600字的文章上写上了l50个字的眉批和总评。
评语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人古”；“精理名言，
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
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文末总评是：“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惟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
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末了，老师又在作文题上写了“传观”二字。
但是，这所学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多大的兴趣。
毛泽东觉得，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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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一个能够吸吮更多的知识，让自己的思想自由地纵横驰骋的场所。
国文教员借给他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毛泽东读了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
他退学了。
入学一共六个月。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省立中学后，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
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
湖南省立图书馆位于长沙城里的定王台，又称定王台图书馆。
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居全省之首。
毛泽东来到了一个新的学习天地。
他的住处离图书馆有三里地。
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
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
只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
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
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坐久了脚冻得发痛，毛泽东除了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
在书本上。
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
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一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我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
的味道，拼命地吃！
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渊博的知识，在于点滴的积累。
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梭的《民约论》等，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充
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激励、影响着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还认真地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地理和历史，学习整个世界的地理和历史。
他要了解整个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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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大成智慧》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有强健的体魄、高尚的情操、完美的人格、独特的性格、超人的领导智
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没有高贵的身血统，他的成功主要是他后天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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