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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领袖人物与普通人物相比，有其特殊之处，但又具有普通人物的特性，俗话说，他们不是神，也是人
。
    领袖人物与普通百姓一样，有时也犯错误。
我们不能把领袖人物看作十全十美、不犯错误的神话人物。
那种不允许领袖人物犯错误的观点是错误的。
    领袖人物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也是受许多条件限制的，而且客观环境、条件、因素等
又在不断变化，所以对事物的认识很难时时事事做到及时、准确、全面。
    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
如1848年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就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
”——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情绪时这样写过)，有很多错误，而且
常常犯错误。
他们1871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
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友人而言，见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人们能牺牲的一切，冒
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评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和卢森堡时，列宁说：    毫无疑问
，倍倍尔在埃森也犯了错误，当时他曾经维护诺斯克，坚持把防御战和进攻战区别开来，攻击“激进
派”对万一科尔斗争的方法，否认(同辛格尔一道)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的策略的失败
和错误。
我们不应当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通过错误的例子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
当严格地要求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见《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毛泽东在论述斯大林时，认为对斯大林一生应“三
七”开，即有“三分”错误。
他认为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其中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
；20世纪30年代不考虑中共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不切实际的指示
；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
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
    毛泽东最后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纳为七条：一是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是苏德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
；三是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是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是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
分听信谗言；六是独断专行；七是对南斯拉夫等国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也犯过错误。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
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也有主要责任”。
    毛泽东也多次坦率承认自己犯过很多错误。
    承认领袖人物也犯错误，还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领袖，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是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冷嘲热讽，打击挖苦，甚至打倒；二
是满腔热忱，开展批评，帮助改正。
    列宁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卢森堡的错误的态度非常正确，既指出他们犯的错误，又保护
他们，而且痛斥了那些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政客对他们的攻击。
    列宁在谈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1871年所犯的错误时竟是这样说的：    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
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
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
确千倍⋯⋯列宁曾辛辣地回击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们：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自由派
和社会革命党人，请他们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倍倍尔而幸灾乐祸吧。
我们要告诉这班先生：鹰有时可能比鸡飞的低，但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毛泽东对待斯大林的错误也是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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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毛泽东认为，在承认斯大林犯有错误的同时，要坚定地保
护斯大林，并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不能用
对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同样，中国共产党对待毛泽东的错误以及对他的评价也堪称典范。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指出：    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
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上述的思想理论和做法为我们如何看待领袖人物的错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范例。
    在如何看待自己的错误方面，毛泽东向来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说敢为，敢于坚持正确
的立场、观点，也敢于承认自己认识到的缺点错误，敢于作自我批评。
    1．毛泽东历数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从不否认自己有错误，也不遮掩自己的缺点、错误，他多次比较系统地谈论自己的错误。
    1945年在延安党的七大报告中，他说：    “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
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
我说就没有。
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
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5页)1956年9月10日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上毛泽东说：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
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
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如此等等。
(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6页)    2．“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这是毛泽东对错误的一个基本态度。
    他对错误，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是深恶痛绝的。
他告诫全党说：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凡是他认识到错了的，他都努力改正，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
    3．毛泽东的一个大志愿。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与他的卫士张仙鹏谈话时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搞一年工业，
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考察；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都
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但敢于承认自己有错误，还要把它统统写进书里让世人尽知进行评论。
这种思想是何等可贵的啊！
虽然毛泽东未来得及办这件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大志愿没有实现，但他的这种想法还是令人
敬佩，值得效法的。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总是把自己置于社会潮流、革命工作和广大群众之中，时时检查自己，看哪
些地方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跟不上时代发展，就努力增长才干赶上去，或坚决纠正自
己的缺点错误。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有今天的伟大成
就。
    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会有不适应和失误。
只要我们像毛泽东那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不足、缺点和错误，就可以有效地减少那些“不适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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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使我们的伟大事业取得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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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稿记述了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诸如：毛泽东早年对先生的顶撞
、毛泽东对自己指挥的错误战役的分析、毛泽东对杨开慧歉疚的心情等，反映了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
的宽广胸怀和坦荡胸襟，对于我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者杨庆旺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领袖文学方面创作颇丰，主要有《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
百折不回的毛泽东》、《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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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庆旺，国家一级作家。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员。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尤其是毛泽东研究与写作。
提出“毛学”和“领袖文学”概念，并坚持不懈地在这一领域开拓、耕耘。
已出版“追寻毛泽东”系列著作二十多部，八百余万字，得到有关专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的
欢迎。
多部著作修订再版或重印。
其主要作品有：
《跟随红太阳》《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下)《毛泽东指点江山》(上中
下)《毛泽东题词与联语纪事》(上下)《毛泽东和他的平民朋友》《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百折不回
的毛泽东》《毛泽东诗谊》《毛泽东军旅生涯》(上下)《毛泽东指点江山》(图文版)(上下)《领袖身边
十三年》(图文版)(上下)《毛泽东旧居考察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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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这本来就无大错”
 三、“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
 四、“多亏袁大胡子”
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一、“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二、“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三、深切赞同“俄国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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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土地法》很蹩脚
 一、《井冈山土地法》的产生
 二、《井冈山土地法》存在的问题
 三、纠正错误，不断完善
 四、土地法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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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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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朱总司令要上火线指挥
 三、“犯了情况不明的错误”
 四、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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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就该挨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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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今天我着急，说话态度不好”
 三、“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
 四、“老韩是好人，忠心耿耿，我不该⋯⋯”
 五、“我休息好了，我就没意见了”
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
 一、总路线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二、毛泽东对总路线的解释
 三、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
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
 一、“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二、压指标，反浮夸，讲科学
 三、“去年做了件蠢事”
 四、“提倡敢想敢干，却引起唯心主义’
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
 一、“人民公社好”
 二、纠“左”的开始
 三、纠“左”的顶点
我和李达的争论， 我是错误的
 一、“望速来参与经营”
 二、毛泽东被“砍”
 三、“这是我的过错”
 四、“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
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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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三、这次大会“不能估计低了”
要给贺龙平反
 一、“我当你的保皇派”
 二、“贺龙我不保了”
 三、“我看搞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四、毛泽东受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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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
 二、“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
 三、“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
 四、“要把关系搞好”
“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一、犯有“严重错误”的杨、余、傅
 二、“杨、余、傅都要翻案”
 三、又一次偏听偏信
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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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时的国家，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时刻！
民族，正处在新与旧两个时代的交接点！
历史，正处在一个方生方死的重大转折关头！
这个时候，毛泽东离开湘乡来到了省会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求学。
 国家已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非常时代”，毛泽东个人也同样进入一个“非常时期”。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这个读了“孔夫子的书”的大龄私塾生，也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学生，他将从
此开始接受系统的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把文化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是他日后政治生命
的养料；他所处的那个非常的历史年代，还把他这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从此他
的学习兴趣除了追求“文化知识”，又增加了政治追求。
 随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渐高亢，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学校的反清宣传也由秘密转向公开化。
为了进一步适应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湘乡驻省中学专门增设了时事政治课。
教员及时向学生介绍和传递全国反清斗争的情况与信息，大张旗鼓地灌输革命党人的思想和主张。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由著名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
他“发现《民力报》满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即被它所吸引，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
1911年4月，当毛泽东在《民力报》上看到这次反清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为革命英雄献身时，心情非
常激动，革命者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
 通过阅读《民力报》和经常请教时事课的教员贺岚光，毛泽东对于同盟会及其纲领，还有孙中山等革
命党领袖的生平事迹和革命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
 孙中山等把争斗的锋芒直指腐朽的清朝政府，满清王朝垮台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革命的舆论和形势，使毛泽东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
整个学校乃至整个长沙都被一种兴奋激昂与躁动不安相混杂的紧张气氛包围着。
在这种环境里，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亢奋，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愉悦，深感只有参与激烈
的斗争才更符合自己的性格，才更贴近自己要追求的人生目标。
因此，不懂政治的毛泽东，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的反清救国宣传所吸引，卷进辛亥革命的激流。
 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为此他非常兴奋和激动，便奋笔直书了一篇充满激情的
文章，标题为《打倒清王朝》，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
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推翻腐朽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出任
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这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比在湘乡东山学堂时有了一个进步——摒弃帝制、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
但仍然没有分清维护帝制的维新派和反对帝制的革命派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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