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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简介
书名：《毛泽东传》
作者：罗斯·特里尔（美）
类型：人物传记

主要内容：该书以历史背景为
依托，以毛泽东的经历和生活
为线索，从思想，政治角度，
详尽地记叙了毛泽东的一生。

主要思想：通过对毛泽东生活的记叙，反映了毛
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影响，刻画出毛泽东
的性格特征。



主要 目录
第一章 童年（1893-1910）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第三章 北京和上海的广阔世界（1918-1921）
第四章 组织工作（1921-1927）（国共第一次合作）
第五章 斗争（1927-1935）（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6） （长征）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评价毛泽东）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解放战争）
第十章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1949-1950）（土改，朝鲜战争）
……



童年时期的毛泽东：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的一个富农家庭，一个中国正在被帝国主义

瓜分的时代。毛泽东从小就讨厌儒学，反感古代的封建礼教，但他酷爱读当时所谓
的“禁书”——四大名著。

毛泽东从小就有着叛逆的性格，他经常与他的父亲和私塾先生作对，从不肯逆
来顺受，这也许就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童年时毛泽东的心中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正义感和善良的品质。他经常背着父亲，
把家里的牲口卖了救济穷人，还每天让母亲做两份饭带去学校给同学吃。

在读完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后，毛泽东意识到要学习西学。16岁时，他为
了中国，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不顾父亲的反对，克服重重阻力，离开韶山，走向
求学之路。

精彩片段：

虽然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心中已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在成为一个造反
者之前，他就我行我素。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他就是个思想有激情的孩子。

无论是他父亲还是他的母亲，都没有引导他信奉一种社会革命的哲学。对他那

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那似乎是一种自然具有的特性。在韶山的童年生活，
解释了为什么这位革命者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他后来会成为那种类型的革命领袖。
新思想和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使他成为一个造反者；在韶山的家庭磨难，使他成为
一个有非凡决心的造反者。



毛泽东的求学之路：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认识好友萧瑜，但后
来分道扬镳）→进入长沙一所中学→加入湖南革
命新军（辛亥革命后，以为革命结束）→重返所
高级商业学校学经济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闭关
读书6个月（无钱付房租）→第一师范学校，成为
学生领袖（遇到恩师杨昌济）
精彩片段：

他喜欢“学问”一词。他常对萧三强调说，要学习就要发问，探究。

在会见回应征友启事的那“三个半”中每一个年轻人时，他的第一句话
不是打个招呼，而是批头就问对方最近读过哪些书。

毛泽东有一天造访一个家庭富裕的新民学友会中的朋友。年轻的
主人打断了他们的政治谈话，叫进一个仆人，讨论了一会儿买肉的价格
问题。毛泽东对这种用家务琐事干扰有关中国前途大事的做法非常不满，
从此他结束了同这个富家子弟的友谊。



毛泽东的革命之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18年去北京任认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往上海见新文化运
动的旗手陈独秀教授→回到长沙领导五四运动创建《湘江评论》→读完《共产党宣言》
后，真正明白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并对苏俄产生热情→1921年赴上海参加中共一
大，之后回长沙任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组建共产党→赴安源矿考察，领导工人运
动→参加国名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
毛泽东一人同时担任两党要职→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在

中共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之后回湖南领导秋收起
义，但最终失败→因拒绝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被降职，带领1000多名残余部队开辟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提出“农村（为什么）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朱毛）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有名无
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跟随红
军主力开始长征→1935年1月，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935年10

月，毛泽东成功在陕西吴起镇会师，宣告长征结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

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延安，开始投身抗日工作，为指导
中国革命，统一全党思想，他在延安大力从事理论理论著述，系统的阐明了中国革命
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政策，标志着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与1945年8月不顾危险赴重庆谈判，10

月签署《双十协定》→1946年毛泽东开始领导解放战争→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
民党统治结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



精彩片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

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
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

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
有摘桃子的权利。” ——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
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1925.12）

——《沁园春·长沙》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

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935.10）
——《七律·长征》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
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
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36.2）

——《沁园春·雪》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

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4）
——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
功绩：抗美援朝的胜利，颁布《土地法》，《婚姻法》，《宪法》，发表《论十
大关系》，完成一五计划，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不
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毛泽东也身陷权力危机：
5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斗争以基本结束，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在革命中行

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
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搞经济的“大跃进”计划没有被认可。对毛泽

东的个人崇拜也受到遏制。在1945年党章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
1956年的党章中被刘少奇删掉了。中共八大收到了七个月前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
神坛的影响。在毛泽东的账上，又多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的黑色标记。

1955年至1958年，毛泽东先后错误地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违背了
生产的客观规律，使国家的经济收到了巨大的损失。

1959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推荐刘少奇担任

国家主席，在之后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但毛泽东仍
然保持中共中央主席这个最高职务。

1959年7月，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矛头直指彭德怀（朝鲜战争，大跃进）。
1958年8月，毛泽东严词拒绝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

主权的建议，中苏关系破裂。
1966年8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等含冤病逝。
1969.4月中国九大错误肯定“文革",同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载入党章，林彪叛变。
1976.9毛泽东逝世，天安门开展追悼大会，毛泽东遗体被永久保留。



我的感悟和心得：

1.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详细的学习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基
本知识，锦上添花。

2.明白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巨大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毛泽东
一生功大于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再摸索几年。

3.学习到毛泽东身上的优秀的品质：
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心系祖国和人民。为了革命，自己失去了许
多亲人（兄弟，杨开慧，毛岸英，长征时丢下两个孩子），但却放下杀亲之
仇与国民党合作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可见其民族大义。为了国家和平不顾
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敢于担当。

主动——主动读书，接受教育，严于律己（小时候去闹事读书），敢于尝试，
敢于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坚持——坚持不懈，坚持己见，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虽然在革命道路上屡
屡受挫，履遭排挤和非议，但却始终坚定信念，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最后
终于获得了胜利。
然而这些品质正是菁英班里的我们需要学习的！



读书方法：

人物传记（一般是名人）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
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以达
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人物传记是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
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阅读人物传记的过程中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将人物放到当时特定的
历史环境下去品味，理解和评价，同时反过来还要通过人物活动去学习历史，
判断人物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在阅读过程中要勤于思考，留意评论性文字，
通过人物活动或评论揣摩人物的性格以及优秀品质，并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
反思自己，向他们学习。

对自己现实生活的映照：

身为大学生的我，如今虽然处在和平年代，但是仍然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我要学习毛泽东身上担当，
主动，坚持的优秀品质，主动学习，不怕困难。心系国家安危，在生活中敢
于担当，多多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提高责任意识。还要坚定理想与信念，
朝着梦想不懈努力奋斗！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