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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千年的曙光已照耀全球，新世纪的教育面临更大

的挑战与机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学生减负的大力推

行，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等等，都对新世纪的教

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关

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

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

识与培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清自己，进行自我

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他们

必须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敏锐的触觉、更为广博的

知识，才能适应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才能肩负起

建设好祖国、造福人类的重任。人才的成长，除了主观因

素外，在客观上也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其中，能

否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优质图书，对于中小学生，在某

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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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门类博杂、囊括百科，举凡天文、地理、动物、

植物、历史、文学、语言、建筑、科技、美术、音乐、绘画、饮

食、体育、军事、卫生以至学校图书馆各个类别的图书都

有涉及和介绍。丛书主要表现在观点新、题材新、角度新

和手法新，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形式活泼，语言流畅，通

俗易懂，富于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书将成为广大

中小学生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促进成才的亲密朋友。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中小学生一定为当好新世

纪的主人，知难而进，从书本、从实践中吸取现代科学知

识的营养，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思路更敏

捷，更聪敏能干，成长为杰出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华民族

的崛起而奋斗。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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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大钊

李大钊 （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以

后改名大钊，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索村。其父李任荣，

是个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２３岁就去世了，母亲因感伤

过度，生下李大钊不到１６个月，也随继去世。先失家严，

再失仁慈，李大钊自幼孤苦伶仃，为一垂老之祖父李如珍抚

养成人。李如珍也是个读书人，因没有儿子，将侄儿李任荣

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子。李大钊出生时，祖父已７０多岁

了，但对这个孙子却宠爱备至，管教也十分严厉。

李大钊从３岁起就开始学字，四、五岁便学读 《千字

文》、《百家姓》、《三字经》。７岁到本村谷家的学塾单子鳌

先生那里读书。１０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念书。

后又到井家坨的举人赵某家跟黄玉堂念书。１６岁考入永平

府中学。李大钊１０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了婚，夫人赵纫

兰，比他大６岁，是个贤惠的妇女。

１９０７年夏，李大钊考取了天津的北洋法政学校。１９１２
年６月，他写了第一篇文稿 《隐忧篇》，同年冬他曾去北京，

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１９１３年创办 《言治》月刊，在

创刊号上发表 《大哀篇》，同年暑假，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

返回故乡，筹划出国日本。１９１３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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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东渡日本，次年考取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开始研究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１９１６年李大钊未等

到毕业，就于４、５月间回到上海，投入国内的反袁世凯运

动，６月，由上海去天津，创办 《晨钟报》担任主编，创刊

号上发表了 《“晨钟”之使命》。１９１７年担任 《甲寅日刊》

编辑。１９１８年１月，李大钊正式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同年１０月，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和李大钊一

块工作，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１１月１５日，李大钊在天安

门前的演讲大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说 《庶民的胜利》，开始

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列主义者转变。从１９１８年开始，

李大钊和陈独秀轮流编辑 《新青年》杂志，其间和鲁迅建立

了崇高的战斗友谊。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的

《每周评论》创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１９１９年９月，开

始在 《新青年》杂志上发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１１月全

文刊载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研究。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邓中夏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

题，同年３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 “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１９２０年夏秋之间，李大钊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

子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９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
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最早传播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他是北

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者和领导者，是北京党组织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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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的一系列活动，对我们党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１９２２年７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大

钊被选为中央委员，８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李

大钊受党中央的委托，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进行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１９２３年２月，李大钊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６月，出席了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４年１１
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 “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同毛泽东、林伯

渠一起出席了国民党一大，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孙中山临终前指定李大钊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

员。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１９２４年５月，由于张国焘的叛变出卖，李大钊被北洋

军阀政府明令通辑，暂避五峰山。６月，接中共中央通知，

委派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的

“京师警察厅”逮捕，４月２８日，他昂首走上敌人的绞刑

台，发表了最后的演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

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促进了马列主义和

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一生著作甚丰，共发表文章３６０余篇，

诗歌２０余首，创刊编辑杂志或小报８种，在其领导下出版

的刊物４种。其著作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

也有同机会主义者论战的，有唤起民众起来革命的，还有杂

感、游记之类。１９３９年出版了一本 《宁常文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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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书作序，但该书立即被当局封禁。解放后又出版了 《守

常文集》，并出版了 《李大钊选集》。

在李大钊众多的论著中，影响最大的是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 《土地与

农民》。

《庶民的胜利》是著名的演说，《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是光辉的论文，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

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

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明确指出，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并着重指出：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

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

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

的限制，尽管阐述得还不很完备，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很准

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

作，因此，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 《土地与农民》中，李大钊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

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了必

须依靠贫雇农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指出了应变旧式的红枪

会为新式的农民武装。在农民问题上，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志

是站在一起的。他的 《土地与农民》一文，受到毛泽东同志

的重视，被毛泽东同志编入 《农民问题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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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终于找到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真理，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１９１７
年，列宁领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他以高度的革

命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并

于１９１８年在北京大学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了演讲大会，李大钊阔

步登上讲台，发表了 《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写下

了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光辉论文。他的演讲在群众中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青年》杂志从第五期开始，成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阵地。他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稿

子，一方面积极着手撰写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我国人

民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青年》第五、六

两期载完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当时在中国

最早的也是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领导五四运动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五四运动前期，他一

面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一面竭力地揭露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本质，在思想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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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准备工作。同时，李大钊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与

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中去开展工作，积极组织各

种进步团体，在组织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广大知识分子

和青年学生对这一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

略、对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行径，感到无比愤慨，于１９１９
年５月４日，北京１４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天安门集合，举

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开始了。５
月５日，大专院校学生罢课。６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７日，

长辛店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此时，李大钊及时指出，对帝国

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能抱任何幻想，要把斗争进行到底。６
月３０日，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出席 “巴黎和会”的专使，

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创建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

分子，为党的成立作了干部方面的准备。在北京，以李大钊

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１９２０
年初，李大钊曾与邓中夏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３
月，李大钊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长乌廷斯基在北大图书馆里又

进一步讨论了建党的问题。乌廷斯基根据苏联的经验和中国

的具体情况，认为：中国组织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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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

大钊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于４月在北京开始了建党的准备工

作。首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利用大学讲坛和报纸刊物，更加系统地介绍与宣传马克

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

备，１９２０年９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

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北京共产主

义小组创办了 《劳动音》小报。１９２１年７月，上海、北京、

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毛泽东、董必

武、陈潭秋等１３人，代表５３名党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选举了党

的中央机关。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１９２６年，段祺瑞所谓的 “执政府”对李大钊恨得要死，

怕得要命，最后终于发出了 “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发惩

办”的狂叫。他们视李大钊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通缉捉

拿，密探间谍，千方百计地侦探他的住处。

李大钊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巧妙地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

争。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有少数人动摇了，害怕了；他却

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毅然把北京革命的全副重担挑起来。

１９２６年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

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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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李大钊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象

一把高擎的火炬，照耀着北方革命人民前进。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清晨，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

警察、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等处，实行

了疯狂的大逮捕。这天正好是清明节，李大钊正在伏案写

字，忽然传来枪声。他坚定沉着，刚从抽屉中拿出手枪，敌

人就冲入室内，夺下了他的手枪。李大钊被捕了。

李大钊在监狱中，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

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为了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

的机密及名单，用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

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里，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

立场坚定，坚贞不屈，未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

他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高度的舍己为

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威逼不成，敌人改用高官厚禄来利诱。敌人的诡计遭到

了李大钊的痛斥。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对

李大钊处以绞刑。李大钊拖着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的沉重身

体，带着凛然不屈的威严目光，含着坚定的笑容，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第一个从容、昂然地走上绞刑

台。临刑前发表了最后的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

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

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战斗了一生，最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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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牺牲时，年仅３８岁。李大钊牺牲

了，而我们的耳边，永远回荡着他那充满信心的坚定的声

音：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２．毛泽东

毛泽东 （公元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年），号润芝，湖南湘潭人。

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

者之一和主要领导人，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务。他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取得了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又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

上的地位。他是一位勇于实践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又是有伟

大建树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还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才华卓著

的诗人，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农民的儿子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山

村———韶山冲。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毛顺生一生勤劳又会经

营；母亲文氏心地善良，治家节俭。全家的日子由穷转富，

过得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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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小参加劳动，放牛、砍柴、舂米……七八岁的

时候开始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大人做事；农忙季节，就整天

到地里干活。他长得英俊、健壮，又诚实、能干，所以很受

大家的喜爱。附近的农家孩子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他也常组

织伙伴们做各种游戏。

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明毛泽东的人品是很高尚的。

一天，毛泽东和弟弟一起去田里摘豆。弟弟到豆子长得稀的

地方摘，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大片。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

得密的地方，一颗一颗细细地摘。父亲来了，草草一看，就

说：

“看来，哥哥不如弟弟摘得多，还是弟弟能干啊！”

“是这样吗？你看看筐里的豆吧！”毛泽东站起来，把自

己的筐拿给父亲看，又让他去看弟弟的筐。

父亲一看，哥哥筐里的豆子比弟弟的多很多，再看看他

们脚下的地，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说什么了。

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书，尤其爱读那些古代的小说，对英

雄豪杰十分崇尚。但是他对旧的礼教很不赞成。看到父亲在

家里很专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看到教书先生在学堂里体

罚学生，他不满意，经常起来抗争。

有一次，父亲因为他经常读书，责骂他是 “好吃懒做”。

他气极了，和父亲吵起来，说：

“你这样说我，我就离开这个家，不回来了！”

说完，他跑了出去。父亲在后面一边追打一边还骂。毛

泽东跑到水塘旁边，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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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追我打我，我就跳进水塘里！”

父亲不再追打了，双方才讲了和。毛泽东体会到了，只

有敢于斗争，才能不受欺负。

他对广大受苦受压迫的农民，满心同情。有一年闹饥

荒，湖南省会长沙饿死了许多人，当官的却坐视不管。灾民

们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攻打衙门，要求救济。当时的清朝政

府逮捕了领头的灾民，把他们杀了。正在上学的毛泽东听说

了这件事，非常激动，对官府恨得要命。从此，他心里就播

下了反抗封建统治者的种子。

毛泽东生在农家。他身上有着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勤

劳、诚实、朴素、正直。后来，他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可

从不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始终关心农民，热爱农民。

风 华 正 茂

毛泽东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

等小学堂读书。比起有钱人家子弟，他很穷，年纪也大些。

但是他比他们成熟得多，特别是他的作文，每篇都写得好，

在全校出了名。这期间，他读了更多的书。有一次，他读了

一本 《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书里写到的华盛顿、拿破仑、

林肯、彼得、卢梭等人物非常佩服，在书上打了许多记号，

写了好多批语，还对同学们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才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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