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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毛泽东日常谈话研究的学理探析

唐 正 芒　 　 　 张 春 丽

摘　 要：毛泽东日常谈话内容极为丰富，与其著作、文稿上理论著述丰富相得益彰的是，其日常谈话更多地体现出

他对具体、实际工作的指导。 其言谈风格独特，具有“毛氏特色”，因而在海量的有关毛泽东的资料中，披露、留存、
记录下来的他的日常谈话特别丰富，堪称一座亟待开发的思想“富矿”。 对毛泽东日常谈话进行广泛收集、整理和

科学开发、利用，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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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学界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以毛泽

东著作①作为基本依据，很少关注和利用毛泽东著

作以外的日常谈话内容。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场合中

有过无数的谈话，这些谈话大多带有一定思想、理
论、观点和情感。 由于毛泽东演说能力强、谈笑兴趣

浓，加上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和极强的语言魅力，这
些日常谈话多被以各种方式留存下来，堪称一座未

开发的毛泽东思想“富矿”。 这座“富矿”亟须我们

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和利用。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

略谈拙见，以引学界关注并呈大家指教。

一、收集毛泽东日常谈话有取之不尽的文献源泉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经久不衰，各种各

样对毛泽东的回忆、纪念、缅怀、敬仰、歌颂、叙述、记
录、评价的文献资料也日益增多，关于他的文献资料

浩如烟海，为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毛泽东日常谈话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献源泉。
从纵向看，自 １９２１ 年他作为中共“一大”代表，

直至 １９７６ 年去世，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他极具

影响力的这 ５０ 多年的生平和思想进行回忆、研究、

纪念、探讨，从而形成无数的文献资料。 人们还对他

青少年时期的事情包括他青少年时的言谈，也予以

尽可能全面的追忆，这就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关于毛

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
从横向看，在毛泽东生活的年代，所有党和国家

领导人、各级党政干部、各界知名人士、工、农、兵、
学、商、文化人、专家学者、宗教界、民主党派与少数

民族人士、海外侨胞、国民党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
妇女、青少年、外国首脑、政要乃至普通外国朋友，更
不用说他的家人、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等许许多多

人（以上如有相近人物类别的重复，意在强调与毛

泽东接触的人之广泛）都与毛泽东有过接触，许多

人会在见过毛泽东后即以各种方式将毛泽东的口头

谈话追录下来，并据此写成回忆著作或纪念文章。
在毛泽东诞辰及逝世纪念日也结集出版过许多研

究、纪念、缅怀文章或回忆录式的毛泽东生平介绍与

纪实叙述，也会披露出毛泽东的许多日常谈话。
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至 １９７５ 年，毛泽东有

２９００ 多天在外地指导工作， 各地方党史、 文史部门

即编写出《毛泽东在河南》《毛泽东在安徽》《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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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毛泽东与山东》《毛泽东与福建》《毛泽东

与甘肃》《毛泽东与广西》《毛泽东与河北》《毛泽东

５０ 次来湖南》等文献资料。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各类

关于毛泽东的文献史料，不再一一列出。 不难想象，
关于毛泽东的各类文献资料确实很多。

在读秀学术搜索上输入“毛泽东”进行搜索后

发现：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研究毛泽东的图书约有

３３０００ 种，中文期刊文章约有 １６７０００ 篇。 以同样的

方法搜索“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图书约 １００００
种，中文期刊文章约 ３４０００ 篇；搜索“孙中山”，找到

中文图书约 ２２８００ 种，期刊文章约 ６５１００ 篇；搜索

“华盛顿”，找到图书约 １４７００ 种，期刊文章约 ６０９００
篇；搜索“罗斯福”，找到图书约 １３２００ 种，期刊文章

约 １５６００ 篇。 在中国知网搜索后发现：研究毛泽东、
马克思、孙中山、恩格斯、列宁的期刊论文分别为

６７６００、５４９８０、１７６００、１５２２０、３７８４ 篇，可见有关毛泽

东的研究也远远多于其他人。 通过数字比较不难看

出，与毛泽东相关的文献资料数量最多。
海量的文献资料为收集、整理和研究毛泽东日

常谈话提供了极为充足的资料基础，收集、研究毛泽

东日常谈话完全可能又十分必要。

二、毛泽东日常谈话有两大鲜明特点

其一，毛泽东日常谈话更多地体现为对具体、实
际工作的指导。

如果说，已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更多的是毛

泽东深思熟虑的理论的阐发的话，那么，毛泽东日常

谈话则主要体现为毛泽东与各方面人士交谈日常工

作的状况。 毛泽东的著作主要体现为毛泽东为党和

国家进行的理论探索，而他的日常谈话则主要体现

为他对党和各地、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具体指导。 当

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
其著作与其日常谈话，是有上述较明显区别的。

如已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都是毛泽东历经

革命建设实践后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思考的结晶，且
大多都经过反复斟酌、修改而定稿。 即使是其在重

要会议上的讲话、发言或正式场合的谈话，在收进著

作之前也有一个认真修改、审慎斟酌的过程，比如

１９４２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等。 而毛泽东的日

常谈话则表现为另一情景，那就是即兴谈话、相互交

流。 如 １９５０ 年初，毛泽东由苏联回国途经东北时，

同东北一些省、市领导就有过如下谈话：“东北地域

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

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② “黑龙江

是个好地方”，“你们要把这个自然优势利用起来，
特别是荒草原、森林等资源，把它们改造成为畜牧基

地、森林基地、粮食基地，那就太可观了”。③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１ 日毛泽东在海军视察，同司令员肖劲光说：
“目前海军 ２０ 万人，本不算多，下一步还要减。 海

军要有装备，光有人没有用。 要把人减下来，集中财

力搞点好东西。”④他还说：“现在我们搞海军，购置

的舰艇是苏联的，好多东西也是学他们的。” “有些

东西学不了，也不要学。 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走自

己的路。”⑤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８ 日毛泽东在湖南听取省

委、湘潭、常德地委的汇报，谈到粮食问题时，他说：
“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⑥他问：究竟每个

人一年要多少粮食？ 听到汇报说是 ４００ 斤时，他还

追问：“是老秤还是新秤？”⑦这些谈话很明显都是

毛泽东对实际工作的指导。 而这类谈话在毛泽东的

日常谈话中是占着大多数篇幅的。 即使是他谈论得

较多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多数情况下也没有离开对

实际工作的指导。 如在延安时与黄炎培探讨历史周

期率的“窑洞对”⑧；与老舍等人谈康熙等历史人

物⑨；从西柏坡进北京时讲决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

好成绩；⑩在郑州会议上讲郭嘉的足智多谋和袁绍

的见事迟、得计迟等，均为他教育各级干部要从历

史和历史人物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各方面工作的

直接指导和指示。
其二，毛泽东日常谈话总体上看形成了颇具

“毛氏特色”的话语风格。
毛泽东的日常谈话大多体现出其幽默风趣、引

经据典、大气雄浑、无可替代的“毛氏特色”。 如关

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毛泽东语出惊人、入木三分地

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
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
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粮食的重要性，毛泽东

以巧解字形对湖北省领导人说：“中国的文字很有

道理，‘饭’字缺了‘食’就是‘反’字，如果老百姓没

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 民以食为天嘛，粮食是基

础的基础。” 关于科技的力量，毛泽东巧妙比作

“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

镜是人眼的延长”。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的关系，毛泽东言简意赅地解释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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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渴

望修建三峡工程，所以曾风趣地对长江水利委员会

主任林一山说：“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当主席，我
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关于调查

研究不要兴师动众，他说：“人们都认识我了，下去

只给看好的，不给看坏的。” １９５２ 年建黄河铁桥

时，滕代远将铁桥二段的两位副队长乔廷选、梁世久

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以巧解姓氏给二位以莫大鼓

励说：“巧了！ 修桥的，一个姓乔，一个姓梁，‘乔梁’
二字合在一起，恰好是‘桥梁’，真是太好了！”新

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邀革命老人仇鳌作客。 仇鳌

见面谦恭地说：“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毛泽东故

作惊讶地说：“先生怎么连我名字都忘记了？ 我叫

毛泽东，毛润之，可没有改名叫‘毛主席’呀！”笑

谈中隐含着深刻政治意义。 关于工作与睡眠，他无

奈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欠了睡眠很多账，你们

帮我记着，等有机会，连本带息一块还。 不过，这笔

账最好能赖掉，太麻烦了。”幽默地道出了他既要

忘我工作又怕身体出毛病而影响工作的矛盾和

苦衷。
毛泽东的日常谈话“毛氏特色”鲜明。 他的日

常谈话语言魅力强，风趣幽默而不失旁征博引，或古

为今用，信手拈来；或理中寓情，言情交融；或想象丰

富，气势磅礴；或深入浅出，入木三分；或言简意赅却

振聋发聩；或大家风范却平易近人。 听后让人印象

深刻，入耳入脑，更易懂易记。 这样一来，人们在对

他的回忆、纪念、叙述、记录、评价、研究的各种文献

资料中就很自然地会留存下很多他的谈话内容。

三、开发毛泽东日常谈话思想“富矿”为势所必然

我们已从各种毛泽东文献资料中广泛搜集并按

中共党史分期整理出“毛泽东日常谈话”３６０ 余万字

（除去谈话背景交代），编印成《毛泽东著作以外的

日常谈话》共 １１ 册。 已作的这些搜集、整理工作使

我们深有感触：毛泽东日常谈话这座思想理论“富
矿”亟须开发、利用！

从纵向收集看。 对毛泽东日常谈话的收集整理

包括人们记忆所及的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直至他逝世

的这几十年中，他日常生活、工作中带有一定理论、
观点、思想、情感的全部日常谈话。 目前我们收集到

的第一条毛泽东日常谈话是：幼年的毛泽东住外婆

家时，常与小伙伴们一起“杀牛草”。 有一次一位田

主要他们猜对一条谜语才准“杀牛草”。 那人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小伙伴们都没猜对，毛泽东

思考后说：“你这四句话说的是一样东西，就是邹家

冲烧的石灰。”其幼年聪慧出类拔萃。 我们收集到

毛泽东生平的最后一条谈话是：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 毛泽东得知地震给人民生

命财产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放声大哭。 当华国锋

汇报说要去唐山时，毛泽东说：“你去，抓紧去，去看

望灾区的人民。”最早一条谈话使我们能够感受到

儿时毛泽东与众不同的聪明机智；最后一条谈话则

使我们无不为毛泽东终生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情怀所动容。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日常谈话，
内容丰富多彩乃至千差万别，连通各个时期他的日

常谈话，让我们无形中感觉出了毛泽东跌宕起伏、波
澜壮阔、令人慨叹的一生，堪称另一种形式的毛泽东

传记、毛泽东年谱。
从横向归类看。 毛泽东日常谈话是对毛泽东著

作中的思想理论的重要补充，毛泽东日常谈话也蕴

含着丰富的毛泽东思想。 从宏观方面来说，它涵盖

了毛泽东思想六个组成部分的各方面内容。 从学科

来说，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外交、哲学、历史、社会、管理、教育、文艺、体
育、卫生等许多方面。 从中观或微观方面看，有如毛

泽东日常谈话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群众路线观、从严

治党观、廉政反腐观、制度建设观、军队建设观、人民

战争观、林业生态观、教育发展观、读书学习观、农业

观、粮食观、文艺观、体育观、卫生观以及毛泽东的黄

河情结、毛泽东谈青年的培养教育、谈台湾问题的解

决等，都可以凝练出科研课题或硕士、博士人才培养

课题。 我们对毛泽东日常谈话的特点与规律进行研

究，将某一时期毛泽东的日常谈话与其相应时期的

著述进行比较研究，则可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中共

党史、共和国史及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史的更广泛

更深入的研究，不失为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

新向度、新视野、新领域、新范式。

四、研究毛泽东日常谈话具多重意义

研究毛泽东日常谈话，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更全面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

用。 毛泽东日常谈话内容丰富，其中许多有价值的

谈话内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对毛泽东日常谈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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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挖掘、更完整把握、更深

入研究毛泽东思想，能更完整、更全面地发挥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作用。
二是有利于更全面认知和更准确评价毛泽东。

相对于笔头写出的文稿而言，人们在现实场景中直

接表达出的认识智慧和思想火花往往最为真实和珍

贵，人们的即兴讲话更能直接、真实地反映出其思

想。 毛泽东日常谈话多出于即兴表述，能更直接展

示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政治风度、理论涵养、精神

风貌、人格魅力等。 如毛泽东曾对他的生活管理员

说：“现在是冬天，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黄瓜之类

的新鲜蔬菜，现在买一条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

一筐黄瓜，冬天买一条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

黄瓜能吃几十顿。”“我的衣服不必每个地方都擦

肥皂，只要擦领子、袖口等比较脏的地方就行了。 这

样可以节省肥皂，衣服也耐穿。”如果不接触毛泽

东的日常谈话，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竟如此地节俭

与自律。 还有一次在批评官僚主义时，毛泽东说：
“不管是掏大粪的还是扫街道的，只要有真理在他

们手里，就要支持他赞扬他，并且向他学习。”可

见，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整理毛泽东日常谈话，更有

利于发掘、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政治品格、精神风

貌、人格魅力等，更有利于向世人展现一个客观真实

的毛泽东，更有利于进一步全面准确地评价毛泽东。
三是有利于为子孙后代留存宝贵的毛泽东精神

和思想遗产。 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有纸质载体，成
文成册，易于代代流传。 但对他的日常谈话这笔珍

贵的精神和思想遗产，如不加以收集、整理、校勘、利
用，让其零星散落在浩瀚书海和堆积成山的档案报

刊中，则这份思想遗产就达不到其应有的思想力量

与学术价值。 现在做好收集、整理、校勘、利用毛泽

东日常谈话这一工作，正是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系

统留存毛泽东日常谈话这笔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
四是有利于回击历史虚无主义。 收集、整理和

研究毛泽东日常谈话，对于我们回击那些污蔑、诽
谤、贬低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毛泽东一个客观

公正的历史形象，也是十分必要的。 历史虚无主义

无孔不入，如有人打着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招牌，编
造和歪曲历史事实攻击毛泽东。 我们必须从唯物史

观出发，通过对毛泽东日常谈话的研究、考证，回击

历史虚无主义，客观公正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
打扫和清理历史虚无主义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五、毛泽东日常谈话文献的可信度

提到收录和研究毛泽东的日常谈话，人们的第

一反应就是，毛泽东的这些日常谈话文献真实可靠

吗？ 这是学界同仁也是笔者第一位关注的问题！ 真

实性是历史研究的生命。 故需根据各有关文献资料

所披露的毛泽东谈话的语言风格、时代背景、谈话场

合、谈话内容、话语逻辑、引用者经历等进行多方面

的综合考证。 总的看来，对毛泽东日常谈话文献的

可信度大致可分六种情况。 第一种完全可信的。 即

该讲话很大气、很独特，只有毛泽东才能想得到和说

得出，别的人想杜撰但却根本想也不可能想得到。
辅之以谈话场合印证，即可肯定该谈话完全可信。
第二种是有的名家在文稿中所披露的毛泽东的谈

话，可能就是看了档案资料而有意识抛出来的，这当

然也很可信。 第三种是当年记者的真实记录并以新

闻报道发表在当年的报刊上，后被人们引用而今天

仍能查到，这也当是可信的。 第四种情况是，如前已

述，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人们都会以与毛泽东接

触和聆听到他的谈话为最大荣幸，事后多会以日记

或追忆等方式记下所听到的毛泽东谈话，并据此以

回忆录或纪念文章的形式披露出来。 这种情况就毛

泽东当时谈话的基本意思来说，也当算是可信的。
这种情况可能最多。 依量化角度而言，以上四种情

况即可信和基本可信的要占 ８０％左右。 第五种是

少数文稿的作者在缺乏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可能根

据毛泽东当年谈话的历史背景和活动场景推断撰

写，这就不可信了。 但从当年背景和场景出发，有些

也可能会对研究有某种辅助佐证价值。 第六种是不

排除有个别不负责任的作者想当然地编写、杜撰毛

泽东的话语，这是完全不可信的，经考证后一律不能

采纳，还需予以澄清和辨伪。 至于历史虚无主义者

的歪曲攻击、恶意编造，那就完全不可信，而是要有

理有据地予以批判回应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

谱》里也收集、记载了毛泽东不少日常谈话，无疑这

些日常谈话都是经多方校勘考证，因而都是较为可

信的。 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毛泽东年谱》里收集的

这些日常谈话才可采信？ 我们觉得远远不止。 不能

说除此之外其他书籍里披露的毛泽东日常谈话就都

不可信。 原因是，记载毛泽东生平的所有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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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理论特别是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的《毛泽东

年谱》，总共仅 ９ 本 ４４０ 余万字（民主革命时期 ３ 本、
新中国成立后 ６ 本），年均只有 ５ 万来字的篇幅，容
量是极有限的，不能不有所取舍。 除《毛泽东年谱》
里记载的毛泽东日常谈话之外，其他正式出版的有

关毛泽东的各类文献资料中还披露了海量的毛泽东

日常谈话，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毛泽东年

谱》之外的有关毛泽东的其他各类文献资料披露的

毛泽东日常谈话，我们必须进行如前所述的严谨、审
慎考证后才能采用。

此外，毛泽东的不少日常谈话，可能会有多人在

场聆听，事后的回忆难免出现大同小异的不同版本

的不同表述，这也需经考证后再决定其版本的取舍。

六、结语

收集、整理、校勘、运用毛泽东著作以外的日常

谈话，是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乃至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的一项学术基础工程和文化传承工程。 也

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中共

党史研究者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既不应因疑虑于是否可信而因噎废食地不

做这项重要研究工作，又必须以对历史、对后人高度

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求实的精神，极为认真精细地开

展这项工作，以确保收集、整理的毛泽东日常谈话文

献真实可靠、可信可用，确保真正建设好这项意义重

大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工程。
以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建意义重大的文化工

程，这就是我们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毛泽东日常谈

话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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