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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从足下生：杨奕奶
奶的宝宝按摩书》
杨奕 许哿 著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二十
多年来专注运用自然疗
法提升孩子防御力、去
病治疗的经验总结，以
反射区疗法为主，辅以
小儿推拿、拔罐、外敷、
艾灸等综合性疗法。

《让我们一起读懂孩子》
兰海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以鲜活的事
例让人领悟，做父母其
实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
程，要学会倾听孩子的
内心和观察孩子真正的
需要，提供孩子需要的
而不是父母觉得和以为
孩子需要的支持。

【生活】 【思想】

《民国旧梦》
智效民 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从当下国人的
困境和希冀出发，回顾蒋
廷黻、胡适、傅斯年、张学
良、盛世才等民国时期政
学两界人物的梦想、作为
和言论，带领读者重温民
国旧梦，触摸国人生存、
拼搏的另一种可能。

【历史】

《中国历史的侧面》
马勇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马勇教授穿越历史时
空，为读者讲述中国近代
史上的人和事，尽一切可
能逼近历史真相。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舒德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过对近三百年的
公共生活的考察，作者指
出，美国历史上的“公共
领域”远不如人们想象中
的那么美好，因而大可不
必发出“今不如前”的哀
叹。现代的公民应该做的
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密切监视政治世界。

《颠覆医疗：大数据时代
的个人健康革命》
[美]埃里克·托普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iPhone、云计算、3D 打
印、基因测序、无线传感器、
超级计算机，这些改变了我
们生活的事物，将再一次融
合在一起，对医学进行一次

“创造性破坏”。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
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在 1939 年
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 10 年
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
习 9 年零 359 天。”1959 年，他再
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
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
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
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
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
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
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
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
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
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
的执著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
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
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上世
纪 60 年代起，年龄大了，他不
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
大字本来读。1972 年，会见日
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
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
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
无法生活。”1975 年，他眼睛不
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
他念书。逝世前，已经说不出
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
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
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
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的

《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
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
看来他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
泽东是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

月 8 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
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
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 11 次，
用时 2 小时 50 分钟。最后一次
看文件是下午 4 时 37 分，7 个
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
形，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
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
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
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
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
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
人的说法。1938 年 3 月 15 日，
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
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
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
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
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
他于 1939 年 5 月 20 日在中央
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
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
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
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
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
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 年 5 月
31 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
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
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
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
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
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
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
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
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
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
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
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
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
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
籍 上 ，便 写 有 某 年 某 月“ 起
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
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
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
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
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
的情况：“遇到问题，我就翻阅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
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
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
启发。”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
他同样经常读。上世纪 50 年
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 5 遍《红
楼梦》。此后，他又 15 次索要过

《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
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
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
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
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
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
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
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
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
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
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
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研究
拿破仑的书，就找来苏联、法
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
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
关于《楚辞》，1957 年 12 月一
次就要了 50 余种古今对《楚
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
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
在 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时
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
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
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
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书。

1957 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
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
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
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
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
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
章缺乏说服力。由此，他提出
要编辑蒋介石全集，此外还要
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
自己还熟读梁启超的《饮冰室
文集》。1965 年，中宣部根据毛
泽东的意见让有关部门编辑了

《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
本印五千册。他批示：“五千册
太少，应出一万册。”上世纪 60

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
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

“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
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
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

“眼到”、“口到”、“手到”、“心
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

“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
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
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
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
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
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
读书批注方面的书籍有：《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
10 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
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
批语集》，收了他读 39 部文史
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
全本)，共 5 卷，收了他在“二十
四史”中的一些书里做的圈画
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
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
赋典藏》，则反映了他读古代
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
13 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
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其中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
“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
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
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
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三
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小组，甚至
为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也专门组织了读书小组；1959

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
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
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毛泽东怎样读书

【书摘】

对毛泽东来说，
读书是一种精神存
在和思想升华的必
要方式，是一种生活
常态，是一种历史责
任。在阅读中，同古
今中外的人、事、理
进行“对话和交流”，
他觉得是很愉快的
体验，能够实现求知
的心理期待，得到智
慧愉悦和审美满足，
然后是如鱼得水，运
用所学所读的东西。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了解毛泽东阅读史、
学习借鉴他的阅读
方法，是觅得读书门
径的有益指导。《毛
泽东阅读史》一书从
毛泽东所阅读的书
籍入手，通过分析毛
泽东阅读这些图书
的目的与实践运用，
以时代为序，以代表
性 书 籍 为 线 索 ，回
顾、勾勒出毛泽东一
生的阅读历史，同时
也从一个极为重要
的层面揭示和印证
了一代伟人的精神
发展历程。

《对话汪晖》
李小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在“对话批评”的
基础上，力求将 20 多年来
弥漫在学界的“理念中国”
思维路径还原到“大地中
国”的历史地缘环境中。

【文化】

《寻路美国》
王槊 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辞掉新闻记者的
工作后开始了 170 天寻路
美国之行，穿过美国的繁
华城市和清冷小镇，体会
美国社会的危险和温暖，
用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与中
国不同却也相同的美国。

《创业时，我们在知乎
聊什么？》
知乎 编著
中信出版社

知乎作为高质量
的知识型问答社区，聚
集了中国互联网上科
技、商业、文化等领域
里最具创造力的人群。
由 500 万知乎用户亲
自甄选出近百篇知乎
上的创业问答，最终成
就本书的出版。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美 ]丹尼尔·查莫维茨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带领我们进
入不同种类的植物生
活，介绍了和人类感
觉对应的植物感觉以
及植物的记忆和定向
方式，结果发现我们
与向日葵、橡树之间
的共同点远远比我们
以为的多得多。

【管理】

《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 12 月出版

□陈晋

【科普】

《中国生存启示录》
梁晓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中，梁晓声一改
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

“郁闷”、“忐忑”，首次提
出中国人应该拥有好的
心态，用一种人生智慧生
存在这个世界上。

【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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