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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在谋篇上匠心独运，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在近四十五万字的著述中
，依次对每一位被评点的人物分三部分加以叙述。

　　第一部分“毛泽东评点原文”，是选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有关选集、文集、文稿、书信、诗词、
文史古籍批注，以及各界人士回忆和研究毛泽东的著作。

　　第二部分“人物简介”，是编著者对毛泽东评点的人物的介绍。
行文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均择取了最能体现人物身份和个性的主要事迹，写得较为平实、准确、精
炼。

　　第三部分“评点解析”，是编著者对毛泽东评点原文的解析。
着重说明毛泽东评点人物的背景和用意，交代毛泽东与所评点人物之间的认识、理解或者交往和情谊
；还注重探讨毛泽东知人论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如是评论的现实意义。
对于这些探讨性见解，编著者力求接近毛泽东评点的原意，以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中吸
取更多的营养和引发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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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毛泽东评点古代人物
　“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毛泽东评点商纣王
　纣王的名声历来不好，自古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
但毛泽东一反千古定论，肯定其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分析了他亡国的原因，见解独到，鞭辟入里。

　“孔夫子是革命党，不可一笔抹煞”
　——毛泽东评点孔子与孔孟之道
　孔孟是千古圣人，历代也有尊孔与反孔之争。
毛泽东熟悉孔孟经典，熟悉以孔孟为代表的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对孔孟的评论较多，也很不一致，究竟怎样把握毛泽东的立场呢？
应该怎样看待孔孟的学说呢咀看曲折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毛泽东评点商鞅
　商鞅是著名改革家，其功昭昭，而个人命运却很悲惨。
19岁的毛泽东撰文，赞颂商鞅，进而忧虑民智民德，政治思想，初露端倪。
老师给他的作文打了100分。

　“百代都行秦政法”
　——毛泽东评点秦始皇
　秦始皇是大名人，却有大争议。
誉之者称他“千古一帝”，毁之者视为“暴君之首”。
毛泽东则欣赏秦始皇“厚今薄古”，主张“马克思加秦始皇”，道理何在呢？

　“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评点刘邦
　楚汉相争，刘邦以弱胜强，终得天下。
汉胜楚败的原因何在？
刘邦的特点是什么？
毛泽东多次论述，分析透辟，给人启迪。

　“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评点项羽
　项羽失败自刎，可还有英雄气概？
项羽为何失败？
可还有值得学习之处？
毛泽东对他一分为二，有名言传世。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毛泽东运筹帷幄，英明地借鉴了项羽。

　一误再误
　——毛泽东评点陈胜、吴广
　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全国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流芳百世。
史学家司马迁为之钦佩，又为之惋惜。
2000年之后，毛泽东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仍然重视陈胜、吴广的成败兴亡，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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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二误”，警惕重犯他们的错误。

　贾谊是秦汉历史专家
　——毛泽东评点贾谊
　贾谊，死时不过33岁，是个青年人。
毛泽东对他的英年早逝十分惋惜，高度赞扬他，希望身边工作人员向他学习。
从毛泽东的赞扬之词，可见他的爱好。

　要有“五不怕”精神
　——毛泽东评点司马迁
　司马迁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拜的杰出人物。
他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历史智慧，也从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中得到启发，提出了
共产党员的“五不怕”。

　“他很能坚持真理”
　——毛泽东评点赵充国
　毛泽东一生追求真理，一生同谬误作斗争。
他切身体会，发现真理不容易，坚持真理也不易。
他钦佩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敢于坚持真理、善于坚持真理的人物。
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周谷城向赵充国学习。

　刘表虚有其表
　——毛泽东评点刘表
　刘表为汉家宗室之后，仪表堂堂，少即出名，拥有十万之众，称雄一方，但毛泽东却说他是“虚有
其表”。
毛泽东将他与谁作比较呢？
⋯⋯
　“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评点曹操
　对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毛泽东从来不人云亦云，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果评价错误，哪怕是千年定论，他也勇于为之翻案，曹操即是一例。
毛泽东夸他是“真男子，大手笔”，依据在哪里？
曹操有何政绩和本事，赢得了毛泽东的钦佩？

　勤于调查，多谋善断的榜样
　——毛泽东评点郭嘉
　毛泽东总是希望各级干部要多谋善断，而要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
然而历史上并不乏多谋善断的先例。
毛泽东请出了郭嘉，深情地号召干部向这位青年人学习。

　要多读书，提高素质
　——毛泽东评点吕蒙 7
　毛泽东不迷信科班出身，认为实践出真知，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提倡并鼓励自学成才。
吕蒙就是自学成才的，成为大将军，很有见地。
吕蒙的事迹引发了毛泽东的议论⋯⋯
　“当今惜无孙仲谋”
　——毛泽东评点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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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喜爱辛弃疾的词句，当然也欣赏孙权的能干。
但毛泽东并未提及孙权的文韬武略，那毛泽东又赞扬他的什么呢？
⋯⋯
　矛盾一生被杀
　——毛泽东评点谢灵运
　论才学是大诗人，山水诗别具一格，为山水诗派开山之祖；论政治却仕途不达，“进德智所拙，退
耕力不任”，终生矛盾，至48岁被杀。
是悲剧人物。
毛泽东分析了此人的悲剧病根。

　“有刘秀、周瑜之风”
　——毛泽东评点韦睿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
学韦睿的什么作风？
韦睿的高明之处何在？
为什么说他有“刘秀、周瑜之风”？
毛泽东详加评点，循循善诱。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
　——毛泽东评点梁武帝
　讲“时”，讲“运”，似乎成败得失在于“天意”，在于外因，其实不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梁武
帝的主观错误，为之惋惜⋯⋯
　“为之神往”
　——毛泽东评点陈庆之
　陈庆之，南朝梁武帝之武威将军，有胆略，善筹谋，带兵有方，为人正直，破关斩将，气吞山河。
76岁的毛泽东，重读陈庆之传，回想自己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争场面，产生了“想当年，金
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共鸣，能不对陈庆之“为之神往”吗？

　“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评点李世民
　唐太宗，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贞观之治”盛世的开创者。
“聪明一世”，肯定了其卓越才华；
㈠膳懂一时”，批评了其千虑一失。
何事“懵懂”呢？

　“简直是了不起”
　——毛泽东评点武则天
　为什么说武则天是治国之才？
毛泽东有理有据：
“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武则天像野史描写的那样荒淫吗卜“值得商量”。
又怎样看待武则天杀人过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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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评点徐有功
　徐有功，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
他执法公正，反对重判错判，平反冤狱，敢于犯颜廷争，几起几落，对之坦然。
毛泽东赞扬他“不亦伟乎”，表示了对徐有功的推崇。

　高才博学，少年英发
　——毛泽东评点王勃
　王勃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却又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个只活了28岁的青年人，成为初唐四杰，留下那么多名篇佳句，这又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详加圈点，侃侃而谈，发人深省⋯⋯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毛泽东评点姚崇
　毛泽东缘何夸奖姚崇是大政治家和唯物论者？
在于他提出了“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
这十条是什么样的政治纲领呢？

　“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毛泽东评点李白
　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居其首。
喜欢他的哪些方面呢？
是否对李白所有的诗都喜欢呢？
毛泽东多有评说⋯⋯
　“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毛泽东评点杜甫
　杜甫与李白齐名，同为唐诗两座高峰之一。
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杜甫，杨李抑杜？
杜甫一生穷苦潦倒，毛泽东却说他“站在小地主的立场”，依据何在？

　一代古文大家
　——毛泽东评点韩愈
　学生时代毛泽东本喜欢梁启超的文风，可是，谁逼着他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呢？
这一钻研，却也见了成效。
毛泽东对韩愈由衷钦佩，但也指出了他的不足⋯⋯
　“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
　——毛泽东评点柳宗元
　他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主将、杰出诗人，又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他是一座突兀的
高峰，他推进了他的时代，又留给后人丰富的遗产⋯⋯
　一代诗鬼，天妒英才
　——毛泽东评点李贺
　毛泽东很喜欢李贺的诗，并多次引用、点化李贺的诗句，如“一唱雄鸡天下白”，
“天若有情天亦老”，等等，十分贴切自然。
李贺的生平坎坷，性格也很奇特。

　言过其实，无能之辈
　——毛泽东评点宋太宗
　毛泽东批评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表示了对他的轻蔑，由此肯定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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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战术的优胜之处。

　“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毛泽东评点司马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极为喜爱的史学名著，竟然读了17遍!毛泽东同史学家夸奖了这部
书的学术成就，也与身边工作人员长谈了司马光写作此书的条件、背景，司马光给人的启示。

　脱离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毛泽东评点王安石
　王安石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终于失败，古今多少人士为之扼腕叹惜。
失败原因何在呢？
青年毛泽东作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

　屈从于皇帝的政治投机者
　——毛泽东评点秦桧
　秦桧是个千人唾、万人骂的权奸、刽子手、卖国贼，投降路线的代表。
千百年来，已有定论。
然而却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是毛泽东故作惊人之论么？
毛泽东的依据是什么呢？

　放牛娃得民心者得天下
　——毛泽东评点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个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开国皇帝。
但怎样看待他的晚年呢？
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作者吴晗谈了自己的看法。

　“讲海瑞，我很后悔”
　——毛泽东评点海瑞
　海瑞“海青天”，几百年来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传颂。
毛泽东诚恳地提倡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结果出了宣传海瑞的文章和戏剧，也出了海瑞式的人物
，但却引出了一场风波。
这里的曲折变化、初衷与后果，似乎扑朔迷离⋯⋯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评点李自成
　毛泽东肯定李白成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推崇李自成的个人品质，极为重视李白成失败的教训。
进京前夕，他自信而坚定地说：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毛泽东评点蒲松龄
　《聊斋志异》是一部思想性很强、艺术性很高的古典小说。
毛泽东对其内容十分熟悉，对其名篇常加引用。
蒲松龄为何写出这部名著呢？
毛泽东找出了他成功的秘诀。

　从理想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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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评点曹雪芹
　一部长篇小说，毛泽东竟然读了五遍之多。
这部小说便是《红楼梦》。
毛泽东将它当历史来读，将它的艺术成就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曹雪芹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呢？

　“一切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对敌人抱有幻想”
　——毛泽东评点石达开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英勇善战。
但他全军覆没大渡河畔，千古遗恨。
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希望工农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他失望了，毛泽东不是石达开!毛泽东钦
佩石达开的英雄气概，也总结了他失败的教训⋯⋯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评点曾国藩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大清王朝，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的功过是非，迄今仍有尖锐的争论，鲜明的分野。
青年毛泽东为何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呢？
自有当时的道理。
因为曾国藩是一个有重要影响和复杂的人物。

　寻找“大同”真理的先驱者
　——毛泽东评点康有为
　康有为和他的名著《大同书》，影响了毛泽东的青年、中年和晚年。
青年时他崇拜康有为，晚年则力争把“大同”理想变成现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
　“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毛泽东评点谭嗣同
　他的《仁学》著作，他为变法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赢得了毛泽东的钦佩。

下卷　毛泽东评点现代人物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毛泽东评点剥、中山
　孙中山是中华民族20世纪的第一个伟人。
他的贡献是巨大的，遗产是丰富的。
毛泽东毕生对他由衷的敬仰和推崇，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的事业，誓将遗愿化宏图。
毛泽东对孙中山评价之高、论述之多，有力地宣传了孙中山，教育了民众⋯⋯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毛泽东评点母亲文素勤
　一位普通得善良连字都不识的乡村的妇女，竟是一位伟人的母亲。
就是这位普通的母亲，却有很优良的品质。
他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十分孝敬。

　严父促长成
　——毛泽东评点父亲毛顺生
　虽然是自己的父亲，毛泽东并不隐讳他的缺点：暴躁、自私和短视。
毛泽东还勇于披露自己同父亲斗争的历史。
但是当阔别32年回到家乡韶山时，毛泽东仍然亲自扫墓，虔诚地向父亲鞠躬⋯⋯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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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评点蔡元培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能获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世上有几人？
而蔡元培当之无愧。

　“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毛泽东评点章太炎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赫然写着“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八个大字，35岁的章太炎敢骂当朝
皇上，实在是惊世骇俗，胆气非凡!毛泽东特别推崇章太炎的前半生，说他不愧为政论家。
不是么？
他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与时俱进的革命者
　——毛泽东评点柳亚子
　既是旧文人中有骨气者，又在政治上与毛泽东有共同语言，还在诗词创作上与毛泽东是知音，这位
柳亚子实在不一般，他与毛泽东情深谊长⋯⋯
　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毛泽东评点李大钊
　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忘不了是谁的文章将他引上革命之路，忘不了当年在北大时是
谁安排他在图书馆工作，忘不了他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忘不了他在敌人绞刑架前仍然发
表革命言论⋯⋯
　“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毛泽东评点李达
　他文笔犀利，说理透辟；他大量翻译马列著作，传播马列主义；他为毛泽东的“两论”写过解说，
也曾依据“两论”，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同毛泽东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毛泽东承认自
己错了，对方正确⋯⋯
　“非革命的民主派”
　——毛泽东评点胡适
　胡适是大名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度成了毛泽东的楷模。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他的呢？
这些认识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颇为曲折，颇多启迪。

　“厚今薄古的专家”
　——毛泽东评点范文澜
　1940年初，他带着30多箱书籍，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器重。
毛泽东听他的讲演，与他经常切磋，他写出了不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尤以《中国通
史简编》最为著名⋯⋯
　“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毛泽东评点冯友兰
　他是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
他先是尊孔，后又批孔，晚年写出了独具体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7册)，以九五高龄完稿。
这样一位哲学大家，毛泽东认为他是属于哪种派别呢？
⋯⋯
　“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
　——毛泽东评点张国焘
　他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早期领导人，他还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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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曾几何时，他一个小差开到泥坑里去了，毛泽东与他有过合作，也有过惊心动魄的斗争⋯⋯
　“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评点叶剑英
　每逢党和革命遇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总是他挺身而出，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建立奇功。
他又有很丰富的军事理论，有很高的古诗词修养，因而有“儒帅”之称⋯⋯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评点彭德怀
　他曾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员大将，横刀立马，令敌人丧胆：他曾决战朝鲜三千里江山，挫败美帝威风
：他敢闯入毛泽东的卧室，吵醒正在午睡的毛泽东；他敢上书毛泽东，直言大跃进的错误；他虽然被
打倒过，但在人民心中耸起了一座永不倒的丰碑⋯⋯
　“是正确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评点刘少奇
　他对党的事业有过卓越的贡献，是久经考验的正确的领袖人物；他与毛泽东有过长期密切的成功的
合作，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明确他为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
可惜，60年代后毛泽东渐渐与他发生了分歧，
“文革”中造成了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又给了他公正的评价。

　李立三仍然是我们的同志
　——毛泽东评点李立三
　李立三同志虽然犯了错误，毛泽东对他还是真诚团结的，李立三本人改正错误也是认真的。

　“有侠气，爽直”
　——毛泽东评点陈毅
　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诗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
关于他，有不少趣闻美谈。
毛泽东曾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他去世时，毛泽东抱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评点杨开慧
　她是毛泽东挚爱的妻子，亲密的战友，他们之间建立了高尚纯洁的爱情，一道渡过了一段早期的峥
嵘岁月，谱写了光辉动人的篇章。
她的意志十分坚定，她的诗作情真意切。
她的形象纯洁美丽，⋯⋯毛泽东怎能不称她为：
“骄杨”!
　“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
　——毛泽东评点罗荣桓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一首《吊罗荣桓同志》，表达了毛泽东与罗荣桓的情谊，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他，堪称楷模式的
人物⋯⋯
　“真正的群众领袖”
　——毛泽东评点刘志丹
　毛泽东称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周恩来则赋诗说：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他宛如鲜艳的映山红，年年岁岁与人民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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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里藏针，柔中有刚”
　——毛泽东评点邓小平
　他是继毛泽东之后领导中华民族振兴的又一位伟人。
他“三落三起”，一次比一次辉煌，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
他是毛泽东很长时期信赖和倚重的人物。
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胜利迈向21世纪。

　“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毛泽东评点陈伯达
　他也是一位大名人，但到晚年却犯有严重错误。
早年他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对哲学史和马列理论还是下过一番功夫钻研的，他写的一本书还得到了毛
泽东的夸奖⋯⋯
　“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
　——毛泽东评点陈云
　“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每逢经济遇到困难的关头，毛泽东首先想到陈云，请他出来调整政策，改变局面。
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作为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为纠正“文革”错误，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

　“很会写文章”
　——毛泽东评点姚雪垠
　他是成名很早的作家，没想到50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但他从此埋首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写作发表了多卷本小说《李自成》。
他忘不了，毛泽东对他的支持和教导⋯⋯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毛泽东评点陈永贵
　他43岁才开始扫盲，49岁竟能在首都大会堂面向一万多听众作报告，侃侃而谈，赢得了阵阵掌声。
他讲得好，首先是他干得好。
他带领大寨人改造了虎头山，治理了狼窝掌。
他带头塑造的“大寨精神”，震撼了神州大地，激励了亿万愚公⋯⋯
　“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毛泽东评点郭小川
　他的诗，充满激情，能打动青年：他的诗其形式，宛如楼梯，别具一格。
毛泽东喜爱他⋯⋯
　“得力助手，绝不能下放”
　——毛泽东评点田家英
　他出身贫苦，但立志“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靠自学而成才。
他15岁便来到延安，18岁就当马列学院的教员。
他通文史，善诗词，办事认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对他期望甚高，用心栽培。
他本可有更大作为，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逼上绝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不过44岁⋯⋯
　“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评点毛岸英
　对于自己的子女，毛泽东从不溺爱。
对长子毛岸英，从小严格要求，要他到艰苦环境锻炼，培养革命意志，增进与劳动人民的感情。
抗关援朝战争刚一爆发，他走上了前线，捐躯异邦，牺牲后仍然埋在朝鲜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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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他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我不是天才。
我本来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
　——毛泽东评点毛泽东
　毛泽东评论过许多古今人物，也多次评论过他自己。
他谈过他的性格、他的知识、他的才能、他的志愿、他的功过⋯⋯，从他的自我评论中，可看出一代
伟人的内心世界，可看出他的爱憎忧乐，他的不懈追求。
的确，他是伟人，但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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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毛泽东评点商纣王 纣王的名
声历来不好，自古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
但毛泽东一反千古定论，肯定其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分析了他亡国的原因，见解独到，鞭辟入里。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
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
结果使商朝亡了国。
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虚张的说法。
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
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
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
纣三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
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
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
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
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
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
微子是汉奸。
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
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商纣王简介】 
帝辛（？
——约公元前1046），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在位52年。
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都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
 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
帝辛自幼聪敏过人。
《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
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
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
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
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
宋荆与舒”。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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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
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
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
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
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对俘获的大批俘虏又消化不了
，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
戈，周兵攻之朝歌。
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
商亡。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对商纣王罪状的置疑与反驳 自周王朝以来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
疑与反驳。
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
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罕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
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
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像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
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
”（转引自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翻开《尚书》《史记》等，桀
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
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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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经典珍藏)》写到，毛泽东一生博学多才。
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过读古今中外历史文献，大量广泛而又深入的人际交往，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
治乱、文治武功，世界著名人物、古今诗书文章、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国际友好人士皆有评价、研
究和体悟。
除了以上这些，毛泽东还广泛涉猎过与此有关的大量史料，以及各种有趣的野史稗乘、笔记小说。
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古今中外时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他在日理万机之际，反复阅读，并作了不少评注和圈点。
情感如潮，溢于笔下，《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经典珍藏)》是这位政治家最恢宏的感叹，也是对中华
民族和世界五千年历史发展风风雨雨的无尽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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