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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丛书系依据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

导纲要》推荐临摹与欣赏作品而编写的。共48本，其中前18本为临摹范本，后

30本为欣赏范本，书后附有书目及编号。

　　二、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临摹与欣赏碑帖，每帖前均配有赏析性文章。其中

临摹范本的随图释文均以简繁体对照标注（括号内为繁体字或异体字），脱

字、衍字也以括号标注；欣赏范本的图版释文仅以简体字标注，并在括号内标

注脱衍字。

　　三、整套丛书根据内容多少、版本幅式，分为线装胶订、骑马订和折页装

订三种形式。古代墨迹本除孙过庭《书谱》外，均以折页形式装订。

　　四、为保证图片质量，所选拓本均为目前国内外最具权威性的善本。除墨

迹本外，其他图书均配有碑版全图，以便读者观赏碑版全貌。

　　五、折页装订图书，因版式需要，仅在书末附有简体释文，释文与作品有

出入者，或为书者所选版本不同所致，并不影响文意表达，二者出现的差异，

书中不另注明。

　　六、古代碑帖皆为单一作品，即一书一帖，无需目录查阅。本套丛书最后

10本（编号39-48），均为代表书家作品精选，因收录作品较多，为便于读者

查阅，在书前加以目录。

　　七、本丛书《毛泽东作品》卷为本社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合

作编辑，具体编辑业务由第一编研部负责，故主编与其他卷不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毛泽东作品 / 陈晋主编. — 2

版. —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01-3050-3

    Ⅰ. ①中… Ⅱ. ①陈… Ⅲ. ①书法课－中小学－教学参

考资料 Ⅳ. ①G634.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067号

毛泽东作品（第二版）

主　　编　陈  晋

策　　划  陈扬勇  李文平  许华伟

特约编辑  卢  洁  李宛聪

责任编辑  白立献　梁德水

责任校对  敖敬华

装帧设计　李　红　库晓枫

出版发行  河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    话  (0371）65727637

制　　作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6.25

印    数  4001-7000册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1-3050-3

定　　价　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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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四”儿童节题词（1942年4月4日）

儿童们团结起来  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

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1949年9月10日）

好好学习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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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1952年6月10日）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

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题词（1957年）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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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大会堂傅抱石、关山月所作绘画题款（1959年）

江山如此多娇

为学习雷锋题词（1963年3月5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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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1925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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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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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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