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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
响。
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
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形成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一）鲁迅先生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
”（《鲁迅全集》第7卷，第202页）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时代背景，
适应时代的需要亦即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对《水浒传》的关注和解读，着眼点在于从梁山英雄好汉这
些古代革命造反者身上挖掘、提炼、吸纳革命精神，这即是他解读《水浒传》的最为成功之处，也是
其独特之处。
那么，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挖掘到梁山英雄哪些精神内涵呢？
反抗精神。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爱渎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
的故事。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94页）所谓“造反的故事”，《水浒传》自然是首选
。
这讲的是少年时代的情形。
湖南一师时代，毛泽东与同学们探讨“救国之道”，有的同学主张“教育救国”，有的同学主张“从
政救国”，毛泽东断然宣称：“学梁山泊好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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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伟》的巨大影
响。
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
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选择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家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毛泽东读〈水浒传〉》围绕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这个主调，全面收集详尽介绍了毛泽东阅读、欣赏
、评论、运用《水浒传》的专题资料，仔细分析了毛泽东那视角独特、个性新奇的读书经验，具体揭
示了毛泽东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的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
毛泽东对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都进行了深入的
挖掘和精心的吸纳；对梁山好汉的政治和政策、胆略和策略、战略和战术⋯⋯都给予了别开生面启人
心扉的解读，并恰到好处地将其转化为革命实践中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物质力量。
同时，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梁山好汉在精神状态和斗争策略方面的不足和失误，作为革命的借
鉴。
    本书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水浒传》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和点评者的评论，以
及对《水浒传》版本的关注；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梁山好汉革命精神、斗争艺术、经验才识的提炼、
阐扬和运用；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小说人物的谩议、分析和引证；第四单元是毛泽东解读和运用《水
浒传》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误解的辩驳以及晚年他发动“评《水浒》”运动的评析。
总之，本书把一位革命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整个情况和新鲜经验全部展示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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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志新，吉林永吉人氏。
生于建国后第三年农历三月廿一，十七岁投笔从戎。
受教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和中央党校。
性喜购书、读书、写书，尤爱文、史、哲。
在连队七年后，经宣传股、科，处新闻报道岗位，于改革开放前一年调入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社，
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二十三年后调入白山出版社，任总编辑至今。
在《红楼梦学刊》《孔子研究》《孙子年鉴》等报刊上和其他著作中发表学术论文计有《曹寅扈从东
巡考评》《何其芳红学年谱》《何其芳论红楼梦研究综述》《孙子知彼知己原则与毛泽东战略建构》
《孔子论晋文公争霸战争》《孔子军事民本思想》等数十篇，著作计有整理校订的《何其芳论红楼梦
》、与人合著的《将才论》《未来与沉思——核后时代的军事人才》、自著的《典故的运用》《男儿
有志挥金戈》等十部。
近二十年来醉心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红楼梦》与红学、孙子与孔子兵学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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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自序）我让你找本《水浒》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  　一百零八将
的故事大王　销售《新标点水浒》　《水浒》与水壶　引述《水浒传》典故　“中国人”与“中国知
识”　《水浒传》上没有国民党  　增加知识的办法　《水浒传》里有一首歌谣　语文课可选《水浒
传》的作品　关心对《水浒传》的研究　《水浒》发行了施耐庵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
“不是科名显赫的人”　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的“民主文学”《水浒传》是反映当时
政治情况的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　再看看金批《水浒传》　金圣叹的批注是好的　金圣叹很
讲究文章的提笔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水浒》三种都要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我看老百姓还
是喜欢道教　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说中央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　《水浒传》第一
回有极神气的描写　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之一）　我们也是逼的
上山打游击  　山上来了游击队　当“土匪”还不是国民党“剿共”逼的　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逼上梁山之二）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逼上梁山之三）　逼上梁山  非打不可　将起军来  逼上梁
山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这支队伍统帅得好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
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四海之内皆兄弟历史上“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你们也没有对付日本人的“蒙
汗药”很喜欢看《打渔杀家》　击掌作拍看《打渔杀家》　打鱼老汉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　旧戏《
打渔杀家》是好的　团结人民反抗力量就大　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　萧桂英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
“革命”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　调查才能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齐心协力打胜了第三次　主观主义就不行　三打解决三个矛盾《三打祝家庄》
很有教育意义宋江起义与农民战争（宋江之一）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宋江之二）　我们造反跟宋
江差不多　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　劫富济贫理直气壮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之
三）　宋江失败是因为不容于现实社会　重视宋江形象的讨论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屏晁盖
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命令主义强迫卢俊义上梁山没有吴用这些人就不行　吴用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
子　请你这个智多星仔细看看　吴用不愿意投降王伦不准人家革命方腊·摩尼教·农民战争　方腊领
导的农民战争　摩尼教与原始社会主义色彩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林教头的“战略退却”（林冲之
一）“男儿有泪不轻弹”（林冲之二）　你们都用这咸豆豆欢送我　只是未到提级时　眼泪要往里头
流爱看昆曲《林冲夜奔》（林冲之三）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鲁智深之一）　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鲁智深是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我来介绍鲁智深进共产党（鲁智深之二）　“鲁智深”解放了！
　鲁智深从来没有考虑到女人　鲁智深可进共产党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李逵之一）　李逵仗打得很
好　理论界的“黑旋风”　李逵的办法叫做“剪拂”　李逵太急一点　李逵不愿意投降懵懵懂懂地乱
处置一顿（李逵之二）　李逵式的官长　李逵还是有缺点的　不要学李逵粗野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　不愧是打虎英雄　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阳谷县是武松的故乡　武松的缺点是
好杀人石秀有一种拼命精神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三阮是反皇帝的　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
？
　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　三阮不愿意投降“没有出息”的宋徽宗高俅代表地主阶级的一派蒋门神一
派不能收税被错批的“梁山侠义行为”关于“民粹主义”的责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水浒
》专门反对贪官　芦荻：毛主席评《水浒》没有别的意思　姚文元：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
用　江青：《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邓小平：有人借这做文章搞阴谋　周恩来：我不是投降派！
　张闻天：用唯物史观评《水浒》的“不够多”　胡乔木：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肤浅对比　张春桥：
让大家都知道投降派　芦荻：不买江青的账　毛泽东：划在杂志上那黑色红色的大圈　“前言”和专
著：《水浒》是投降主义的教唆书　外电外报：超越文艺范围的新的“政治问题”　笔者：简短的结
语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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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让你找本《水浒》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著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说：“毛
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趣依然。
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
》者。
”诚哉斯言。
爱读善读《水浒传》，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当人们回顾他那充满传奇色彩、轰轰烈烈的一生时，常常忆到他那极富个性的阅读《水浒》的故事。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像许多读书的少年那样，私塾时代的毛泽东不爱正课爱业余，不喜“经
书”喜“杂书”。
所谓经书，即“四书五经”；所谓杂书，即传奇小说。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私塾读书情况时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
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
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
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9页）这里说的“关于造
反的故事”，当然首推《水浒传》。
1906年秋天，13岁的毛泽东从韶山冲桥头湾私塾结业后，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井湾里私塾毛宇居
门下。
毛泽东讨厌经书喜读杂书，这就与塾师毛宇居在思想上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在以后的教与学中，他们的关系有时很难协调。
毛宇居并没有因他与毛泽东是五服之内的堂兄弟，两家过往甚密，关系融洽，就放弃自己的“原则”
。
毛泽东如违反教规，他同样处罚。
一天，同学们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毛泽东端端正正地坐在席位上，先把老师点的经书读熟了。
接着，悄悄地从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来。
他又把《论语》摊开，压在上面，做出认真读经书的样子。
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毛宇居已经悄悄地站在他背后。
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正被“林冲雪夜上梁山”那段故事深深地吸引着。
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抢走了。
毛泽东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情知大事不好，只见毛宇居鼓起眼睛，怒斥道：“你⋯⋯你大胆妄为，
违反塾规，偷看杂书，欺骗先生，这还了得！
”这一次，毛泽东手心上添了几道鲜红的竹条血印，虽然钻心般痛，他却强忍着，没有哭喊，也没有
眼泪。
冒着被体罚的危险“偷读”《水浒传》，这是一种痴迷，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一种热爱。
当然，少年毛泽东用“经书”掩盖“杂书”，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恶作剧，还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叛；
但他醉心于阅读“造反的故事”，长期的耳濡日染，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时期，则十分有利于反叛
意识的滋生养成。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准备去县城读书。
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
毛泽东到东山学堂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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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
堂读书。
”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
”“毛泽东！
”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
”“韶山。
离这儿五十里。
”“你多大了？
”“17岁，先生。
”“你在村里读过书吗？
”“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
”“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
“我没读过。
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拼命用功学习。
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
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
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
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说明东山高等小学时期的毛泽东对水浒故事不只是读，而且能讲，能够
与同学们互相讲述，互相交流，这当然有助于增强记忆，有助于消化理解。
在讲解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喜欢向身边的人们讲述《水浒传》故事，这个读书习惯毛泽东保持了一生。
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在传播《水浒传》了。
销售《新标点水浒》毛泽东还曾经销售过《水浒传》。
那是1920年他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候发生的事情。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传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思想，转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
在北京，他深受宣传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热潮的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当时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上海，回到了长沙。
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
还在北京时，他就思考着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
新式书社。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
报纸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
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文章还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
于没有新材料。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湖南人新研究的材
料。
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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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
开业以后，毛泽东几次就文化书社的经营情况，向出钱的股东和书社工作人员汇报。
从他历次的介绍来看，书社经营的畅销之作，除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潮》以外，
就是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在文学方面，他特意推荐了《新标点水浒》、《尝试集》（胡适）、《胡适短篇小说》、《托尔斯泰
传》、《欧洲文学史》、《三叶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俄罗斯名家小说》、《周作人翻译
点滴》等。
其中，《新标点水浒》卖了一百部。
（资料来源据《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37、542页）《新标点水浒》，
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出版，由汪原放主持并组织人员，采标点符号分段的出版物。
该书系七十回本。
毛泽东把《新标点水浒》这样的传统小说，作为孕育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材料”，作为“书之重要
者”推荐给读者。
在《新标点水渤诞生的后面，确实存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给《水浒传》以新标点的汪原放，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
他是上海亚东书局的老板汪孟邹的侄儿。
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知己，他的亚东书局就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搞起来的。
“五四”时期，亚东书局为经销和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做了大量工作
。
建党后，陈独秀又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交给亚东书局印刷发行。
当时，汪原放在叔叔的书局里帮忙，他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标点，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读者看时
十分吃力，便开始做分段标点的工作。
这个做法深得陈独秀赞许，由他出面请胡适作序。
1920年8月，就在毛泽东筹备文化书社的时候，由陈独秀作《水浒新叙》，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汪
原放分段标点的《水浒传》在亚东正式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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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面对《水浒传》，就是面对民族的文化瑰宝。
面对《水浒传》，就是面对一座思想的迷宫。
仅就《水浒传》的思想政治倾向而言，在许多方面摆在你面前的是相反的两极：《水浒传》的文本，
七十回本或叫金评本，较多地表达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热情赞美造反起义的思想，充满阳
刚之气，而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的后小部分，则充满企盼招安、乞求招安、赞颂招安的情绪，流溢阴
柔之风。
宋江人物形象，可说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有反抗要求，有民众威望，有组织能力，有实际贡献，
不失领袖风范；也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无耻叛徒，他出口“忠义”，闭口“招安”，迟迟疑疑不上梁
山，屈膝跪拜朝廷降将，念念不忘当国家臣子，主动请求征剿方腊，毒药亡身而死不悔悟，一副奴才
习气。
梁山大业，成也斯人，败也斯人，这是客观事实。
在《水浒传》评价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津津乐道其为“天下第一奇书”的，也有咬牙切齿诅咒其为“天下第一禁书”的；有惊恐万状称其
为“诲盗之书”的，也有老谋深算以其为“弭盗之书”的；有评其为“农民起义教科书”的，也有判
其为“投降主义教唆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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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与同学们探讨“救国之道”，有的同学主张“教育救国”，有的同学主张“从政救国”，毛泽
东断然宣称：“学梁山泊好汉。
”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剧，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
，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
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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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读水浒传》：《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
梁山好汉所作所为符合“老马主义”。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
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许世友不愧是“打虎英雄”。
红军里“李逵式的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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