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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的翻天覆地的时代，是以这位伟人的姓名为标志的；许多人认为，
他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继承者。
    这种创造与继承的成功结合，实现于对于民族历史的超绝的慧悟的基础之E。
    1936年，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辗转踏上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北的黄土地，作为西方新
闻记者第一次实地采访并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红色区域内当时充满朝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和斗争
。
与毛泽东长时间谈话所得到的资料，是《西行漫记》这部名著中最富有光彩的内容。
斯诺在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说，毛泽东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不仅可以“解释中国
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而且可以使读者“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
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对于毛泽东本人，斯诺不仅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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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异乎寻常的人格力量中历史学素
养的作用。
斯诺写道：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
摇他内心对他日标的信念。
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
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    或许这也是毛泽东超过一般的历史学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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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学者毛泽东》内容介绍：中国正统文化观之所谓历史，主要是指政治史，因而史学知识的积累
被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主要基础。
司马迁曾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
”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更成为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们的共识。
唐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都是政治家取
鉴于历史的例证。

毛泽东的历史观对传统史说多有推翻与破除，但是在这一点，可以说表现出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

毛泽东政治的成功，有他超绝千古的史识作为条件。
而毛泽东政治的失误，有些原因也可以最终追寻到历史观的局限。

毛泽东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位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予史学以特殊重视的政治家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历史人物，可能也标志着附庸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传统史学形态的终结。

政治脱离史学的基础，可能会影响远见的萌生，导致短视贻误决策。
 而史学不再附丽于政治，则更可能发现和总结历史的真实。

《历史学者毛泽东》的作者是王子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学者毛泽东>>

作者简介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
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1984年12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
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外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
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甲种疏证》、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等学术专著20种，发表学术论文32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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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史学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基石
一 毛泽东的史学启蒙
二 湖湘文化重史的传统与青年毛泽东的史学热忱
三 青年毛泽东的历史批判精神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的新历史观
一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二 在北京大学的史学讲坛下
三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第三章
走历史必由之路
一 用历史主义看中国社会
二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三 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错误思想
第四章
雄略：毛泽东历史鉴识之一
一 星火燎原的历史预见
二 枪杆子与政权：中国政治史的启示
三 不可沽名学霸王
第五章
机谋：毛泽东历史鉴识之二
一 “强”与“弱”的历史辩证法
二 多谋普断，重点在“谋”字上
三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第六章
善用：毛泽东历史鉴识之三
一 陷之死地然后生
二 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三 无使亲痛仇快
第七章
历史学者与革命导师
一 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
二 一拿就是历史
三 用历史尺度比量未来
第八章
毛泽东的史识
一 用历史的观点看历史人物
二 中外历史的比较
三 奴隶们创造历史
第九章
毛泽东的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一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
二 争论是应该有的
三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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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结语
他本人就是一部历史
附论
历史教员毛泽东
1 “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
2 “红军大学的讲义”
3 “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4 “历史学工厂”
5 “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毛泽东论析秦始皇
1 “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2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3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4 “焚坑事业要商量”
5 寨始皇“耽于浃乐”，“无聊得很”
6 秦始皇：一个涵义复杂的政治符号
毛泽东品题曾国藩
1 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中继
2 曾书所以可贵
3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4 传教：迎合中国人的心理
5 办事：治兵与安民
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
——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为中心
1 自由的发展：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2 思想自由：反对孔学的“思想界的强权”
3 “历史之生活”与“自由”“新理想”
4 世无纯粹之自由：必然与自由
5 自由讨论，自由研究，“自由民”的地位
初版后记
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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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往往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极大的
历史性的惩罚”。
毛泽东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
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
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形成，主要原因之一，是不能认识到“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
点”。
其表现，前者急烈激进，后者消极保守，然而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
批注中写道： 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了不顾过程內容，不分析具体的
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
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
 这里所说的“过程”，以及“过程内容”及其“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其实与前引毛泽东
所谓“历史状況”、所谓“各个历史阶段”及“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语义接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理解为历史“过程”。
 “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离开具体历史”。
而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路线，“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
的产物。
” 毛泽东曾经多次讲过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包括中国“历史状况”在内的“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
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艰难。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
”所谓“合乎情况”，也可以读作“合乎” “具体历史”。
毛泽东说，“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
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
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
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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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书，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出版物，1993年11月由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
选题拟定，承胡建华支持。
出版时的责任编辑为崔永琳。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随后又为我出了两种书：《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1994年2月》
和《秦汉交通史稿》《1994年7月》。
责任编辑都是龙润霞。
《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4月列入“新世纪学人文萃”再版
。
《秦汉交通史稿》1995年10月获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这本书修订本列
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历史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起初拟题《历史学者毛泽东》，后来遵从出版者的意见，改为现在的题名。
作者曾经以“历史学者毛泽东”、“毛泽东与历史学”和“毛泽东的国际素养与政治成功”为题，先
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西江大学《肇庆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原同
学论坛、四川省委党校和四川行政学院国学与管理研修班等场合发表过学术演讲，受到听众的欢迎。
这本书现在增订出版，愿意仍然采用原拟书题《历史学者毛泽东》。
    在“毛泽东与历史学”的大主题下，作者在1993年《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出版之后还有若干论著发
表。
如：《毛泽东历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2期》，《毛泽东的历史观对
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1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6年6期》，《
毛泽东与历史学》《中外历史专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8月；《广西地方志》1998年3
期》，《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10月》，《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兴亡的“
周期率”》《理论学刊》2002年1期》，《“其兴也淳”，“其亡也忽”：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
期律》合著，《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
《“周期率”辨疑》《百年潮》2002年3期》，《毛泽东论析秦始皇》《百年潮》2003年10期》，《历
史教员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6期》，《毛泽东品题曾国藩》《博览群书》2003年12期》
，《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为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6期》
等。
《历史学者毛泽东》这次出版，收入《历史教员毛泽东》、《毛泽东论析秦始皇》、《毛泽东品题曾
国藩》、《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为中心》四篇论文作为附录，欢迎读
者的批评。
    文史大家高亨教授1963年曾经作《水调歌头》词一首表述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
词云：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
唤醒蛰龙飞起。
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
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捡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此作1964年2月寄呈毛泽东，曾发表于《文史哲》1964年1期，《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B重新刊出。
然而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曾经被误作毛泽东的作品在民间广泛传抄。
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到这一词作，是注意到高亨在颂扬毛泽东时，首先即以“掌上千秋史”肯定他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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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素养。
高亨赋词距今已近五十年。
今人或多以鄙薄态度视当时文化氛围。
但是我们若理解“掌上千秋史”是学者出于真诚之心的评价，也许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感谢西苑出版社推出此书增订版，编校、设计同志均付出甚多心力，原书颇多错误得以改正。
这部书得以在初稿完成20年之后，以全新面貌问世，应当感谢校友李涛的热心支持和辛勤劳动。
校定承崔建华、吕方、乔松林、杨延霞、熊龙等青年学人协助，这里亦致谢意。
    2010年中秋佳节，曾作小诗一首寄友人。
因为也涉及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姑且抄录于此。
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增强历史意识，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文化走向，看民族地
位，看国家进程；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艰辛，看苦难；也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进步，看辉煌，看富有
，看有些人所谓“盛世”。
诗曰：“又逢云淡天高时，十里馨香悬桂枝。
斧手深杯倾醇酒，素娥美目泻情思。
毛梦凭空舒广袖，鲁吟照月写缁衣。
天道亏盈满招损，清光说与国人知。
”    2012年6月15日，北京大有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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