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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毛泽东读史批注为主题，介绍了他平生爱读的史书，以及他读书时所作的笔记和批注，通过分
析介绍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经典战例的批注，以及他与多位历史学家的书信往来等，对毛泽东读史的
相关内容背景作了翔实的资料补充和解读，从中可以体会到毛主席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
的科学立志和方法。
其高层建瓴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亦有着现实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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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贻玖，中宣部离休干部。
山东蓬莱人，大学肄业，1948年参加工作。
曾在四川《川南日报》，中华全国总工会，人民出版社工作。
1982年由中宣部借调到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
著有《毛主席的书房》、《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毛泽东和诗》、《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
诗词》、《毛泽东评点唐诗300首》、《广读天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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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从故居史学藏书中看到的⋯⋯毛泽东爱读哪些史书？
　研究中国历史，  “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资治治通鉴》“叙事有法”，“写得
好”　“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毛泽东怎
样批注历史人物？
　陈胜、吴广有“二误”　贾谊的“《冶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赵充国很能坚持真
理”　陈寔等人的做法证实：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对曹操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
词”　张宾献策说明：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梁武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的勇将陈庆之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景宗亦豪杰哉”　傅说、
吕望比“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王勃的诗文，  “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　徐
有功“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　姚崇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　邹容“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毛泽东批注的历
史战例　孙膑“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臧质“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
之逆”　刘或“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而取胜，  “可谓奇矣”　后唐灭梁说明：“审机
独断，往往成功”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毛泽东的“古为今用”几例，　历代农
民起义的经验证明，革命不能“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
看待”　　《登徒子好色赋》是“颠倒是非”的诡辩典型　郭嘉“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　
读《吕蒙传》，  “公安于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　《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
一阅”　《触詟说赵太后》说明：  “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寄史学家以厚望
，　“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永昌演义》如按“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建议以“历史唯物主义作观察
历史的方法论”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
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唯物史观“不能求之
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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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毛泽东爱读哪些史书？
毛泽东读史，最重视史料充实的史书。
从故居藏书中看，他圈画批注得最多的是《二十四史》，也很爱读《资治通鉴》。
各种野史和有史料价值的历史通俗演义等，他都同样极为重视。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
二十四史》，这是1952年购置的。
毛泽东对这部史书圈画批注最多，十分爱读。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二十四史》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
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史书组成。
这部史书内容所载，包括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年的历史。
全书共有3200多卷，800多册，约4000万字。
成书时间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开始，到清乾隆时代止，长达1900多年，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
史巨著。
翻阅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
标记，写着批注。
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在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的笔迹画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
还有些册的封面上，为了查阅方便，写满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
他读得最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
书》、《明史》等几卷。
特别是《晋书》，有三册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一九七五
，八月再阅”，“一九七王，九月再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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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
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
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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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读史:记录和解读毛泽东的读史批注》：“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
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并写下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批注。
这些批注妙语连珠，处处闪现着毛泽东睿智的思想光辉，流露着他的情感和性格，亦有某些思想观念
的雏形，展示了一代伟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
毛泽东读史的立场、方法和见解，对今天的读者亦有深远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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