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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在北京的出版概况

一’·陈汉孝， ：

在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毛泽东的著作出版最多。在

国内除汉文版外，还出版了14种少数民族文本和盲文本，国外

出版了67种外文本和世界语本。本文只叙述汉文版(不包括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汉外文对照版和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注音

本”)，并限于建国后北京一地的毛泽东著作出版概况。

北京地区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概况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北平解放至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前为第一时期。

这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为

第二时期，这期间主要是出版《毛泽东选集》l一4卷，以及

《毛泽东选集》1—4卷中的一些重要论著的单行本。也出版了几

种《毛泽东诗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三时期。这十年

中，毛泽东著作大量发行，仅1967年一年，就向全国发行《毛

泽东选集》1—4卷8640多万部，《毛泽东语录》3．5亿册，《毛

主席诗词》5700多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4750多万部，过

去出版过的单行本也都再版重印，此外，还出版了众多的毛泽

东专题文集。过去毛泽东著作主要由人民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

版社出版，而“文化大革命”中毛著出版比较混乱，甚至一些

群众组织也争相编辑出版毛泽东专题汇编，因此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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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专题本一版后便不再版，有的被迫停售。由于极“左”思

潮的干扰，人民出版社在1967年重印《毛泽东选集》时，《毛

泽东选集》第3卷中《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和《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有关刘少奇的一段

话也被删去。1976年至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第四

时期，这期间主要是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几种单行

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五时期。这是毛泽东著作出

版种数最多，最繁荣的时期，除了《毛泽东选集》1—4卷第2

版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第2版外，出版了一系列的毛泽东专

题文集和毛泽东手迹等等。为叙述方便，现将北平解放后至

1997年夏北京地区出版的毛泽东各类著作分别记述于后。
j J 0

一、《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
' ‘

为了使读者了解《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背景，这里先介绍

一下建国前各革命根据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情况。1944

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率先出版了《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

总编辑邓拓主持编选的《毛泽东选集》(1—5卷)(通称《晋察

冀》版)，收入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6月闻的重要著作

29篇，约46万字。这是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1945年

7月苏中出版社出版了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俞铭璜主持选编

的《毛泽东选集》，原计划出版4卷，后因时局等原因只出了第

1卷，收文11篇，其中5篇为晋察冀版所未收。1946年4月，

大连大众书店出版了由大连大众书店党支部书记兼总编辑柳青

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1—5卷)，这个本子是在晋察冀版

5卷本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收文31篇，约50万字。1946年

7月胶东新华书店和1947年3月渤海新华书店都翻印过这个

本子。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晋察冀版5卷本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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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增订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6卷)，增收了9篇著作，仍

由邓拓主持，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名义出版。1947年6月新

华书店冀东支店和1947年10月太岳新华书店都翻印过这个本

子。1947年12月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了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在6卷本的基础上又增收了5篇，

共43篇。1948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了由当时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负责编选的《毛泽东选集》(上、下

册)，全书收文61篇，约95万字。1948年5月，哈尔滨东北书

店出版了由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

集》(1—6卷)，收入毛泽东1927年3月至1947年12月间的重

要著作50篇，约84万字。此外，香港民主出版社在1946至

1949年也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均以单篇本的形式出版，先后

出版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

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论持久

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

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

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农村调查》、《农民运动与农村调查》、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经

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17篇单篇著作。以上这十种《毛泽东选集》都未经毛泽东亲自

审定，体例也较杂乱，文字也有错讹，有些重要著作也没有收

进去。 。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学习毛泽东著

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新编《毛泽东选集》，经毛泽东同

意于1950年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由毛泽

，东直接主持编辑出版工作。’ ，’

《毛泽东选集》(1—4卷)第一版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

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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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为过去各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所没有收的毛泽

东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

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

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著者还亲自撰写了一部分题解和注释。

第1卷1951年10月初版，收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

作2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15篇(末篇《矛盾

论》，在第1卷第1次印制时收入第2卷，在重印时才移入第1

卷)。第2卷于1952年3月初版，收入抗日战争时期(上)的

著作40篇。第3卷于1953年2月初版，收入抗日战争时期

(下)的著作31篇。第4卷于1960年9月初版，收入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70篇。1—4卷分别出版了普及本、平装

本和精装本。1964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

4卷)16开绸面线装本和纸面线装本，函装，每卷分装4册，共

4函16册。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

(1—4卷)字典纸一卷合订本。1965年10月又据1964年1月

版缩印了大32开线装本，称丙种线装本。以上各种版本均为繁

体字竖排本。1966年7月起重印时改为简体字横排本。是年7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大32开塑套装

一卷合订本。1967年11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

(1～4卷)64开合订一卷本，称袖珍本。1969年2月1—4卷分

别出版了大字小16开羊皮面精装本和大字25开羊皮面精装

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于1967年、1968年翻印了《毛泽东选

集》(1—4卷)32开本，(1—4卷)合订本，64开本。

． 《毛泽东选集》(第5卷X 第5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了

曲折的过程，长达18年之久，经历了毛泽东在世和逝世后两个

时期。1960年《毛选》第4卷出版后，就有人提出希望出版第

5卷。当时毛泽东说暂不出，认为第5卷的内容是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作，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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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出版会更好一些。后来毛泽东同意可以陆续整理他解放后

的重要文稿，做一些准备。1969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和康生主

持此项工作。1975年改由邓小平主持编辑工作。1975年底错误

地“批邓”后，邓小平被排斥在编辑工作之外。1976年毛泽东

去世。这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

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977年3月中共中央毛

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华国锋任主任，具体工作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负责。第5卷于1977年4月由人

民出版社初版。有普及本、平装本、精装本和大字小16开皮、

布面精装本四种版本。简体字横排。1977年9月，出版了繁体

字竖排大32开本，大字小16开精装本和仿宋字体线装本。第

5卷收入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11月的文章70篇，其中

46篇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有若干篇讲话记录稿毛泽东生

前没有审定过。第5卷是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的情况

下编辑出版的，因此收入了一些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的文章，这是错误的。第5卷的出版说明、一些

题注的提法也是错误的，如说彭德怀、刘少奇有“修正主义路

线”，继续宣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肯

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说胡风是“反革命”，潘汉年是叛徒奸细

等等都是错误的。因此，此书于1982年4月停售。存书化浆处

理。，
‘

．

《毛泽东选集》(1—4卷)第二版。修订《毛泽东选集》(1—

4卷)是毛泽东的遗愿。《选集》出版后发现正文和注释都有一

些需改的地方，毛泽东就曾提出要修订。1962年经毛泽东同意，

由田家英主持这项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89年

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选》在市场上开始脱

销。而读者所能买到的又是“文化大革命”中重印的被作过删

改的本子。这个本子自然不宜再印行一1990年5月。中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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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提出修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后即开始

修订。199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普及本、平装本、精

装本和线装本。这次修订主要做了这些工作：一是篇目，第一

版的文稿都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已去世，自然不宜

删削。1962年田家英主持修订时曾请示过毛泽东是否要增加篇

目，毛泽东曾表示不再增加。鉴于以上情况，经中共中央同意

只增收了毛泽东最钟爱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二是对有些

文章的误署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某些史实及个别漏字、错字

作了校正。三是题解，对原题解中不准确的史实作了修订，对

不准确的提法作了修改或删节，并增写了4篇题解。四是注释

的修订，内容方面作了修改的约300多条，删去12条，新增写

了84条。第二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各种《毛泽东选集》中最完

善最权威的版本。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先后出版了6种版本。五六十年代全国

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因《选集》份量太大，不适合

一般干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田家英向中共中央建议编辑

《毛泽东著作选读》，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本书由毛

泽东著作选读编辑委员会编辑，有两种本子，甲种本上下册，由

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6月出版，乙种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

出版。甲种本收入毛泽东1927年至1958年的著作37篇，其中

30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有的是节选，由编者重新加

了标题。其余7篇为：《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

不是坏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介绍一个合作社》、《：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选自

鬈毛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新增了一些注释。此书1965年3月再版时又增加了《中国社会

各阶级分析》、《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两篇文章。乙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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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37篇，选自《毛选》的有24篇，有19篇与甲种本相同。

选自《毛选》的文章，有的是节选，有的由编者拟了新的标题。

本书除附印《毛选》的有关原注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注释。1965

年6月再版时，对个别注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毛选》中

的一些题解也作为注释附在文章的末尾。1961年8月和1962

年3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辑出版了二种《毛泽东著作选

读》，一种供士兵学习用，一种供连队干部用。1964年1月解放

军总政治部编，总参谋部出版局又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

25开本，内部发行。
。

上述各种毛泽东著作选读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起过积级

作用，但是不少重要著作没有收入或是节录片断，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一生的功绩和晚年的错误作出了科学的

评价。为此需要重新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毛

泽东著作选读》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精神为指导，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分上下两册，人

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有小32开普及装本，大32开平

装本，大32开精装本。本书收选了毛泽东1921--1965年间的

著作68篇，其中选自《毛选》第一版1—4卷的51篇，《毛

选》以外的有17篇。《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的毛泽东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43篇代表作中有40篇全文或节选收入本书。本

书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毛泽东

思想和毛泽东著作，本书书前特收辑了《决议》的第七部分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选自《毛选》的文章，对

原有的题解和注释作了许多重要的修订和增补。新收入的文章，

也写了题解和注释。每篇文章后面都增写了关于刊印所据版本

或稿本的尾注。一部分尾注还有主要版本情况的说明。这是本

书的一大特色。．· 。 ． 。
，，



《毛泽东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

版。已出版35卷。第1卷，收入1921年一1937年6月问的重

要著作67篇，1993年12月第1版。第2卷，收入1937年8月

一1942年12月的重要著作111篇，1993年12月第1版。第3

卷，收入1943年1月一1945年8月间的重要著作77篇，1996

年8月第1版。第4卷，收入1945年8月一1947年12月间的

重要著作133篇，1996年8月第l版。第5卷，收入1948年1

月一1949年9月间的重要著作116篇，1996年8月第1版。各

卷均有平装、精装、特精装三种本子，1949年10月后的在编辑

中。一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已出版了7卷。本书最初名为《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内部发行，公开发行后改为本名。这部文献收入毛

泽东建国后的三类文稿：1、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

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及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2、

经毛泽东审定过的讲话记录稿和谈话记录稿；3、经毛泽东审定

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其他文稿。第1卷，收入1949年9月一1950

年12月的文稿523篇，1992年5月第1版。第2卷，收入1951

年1月一12月间的文稿409篇，1992年6月第1版。第3卷，

收入1952年1月一12月的文稿422篇，1992年6月第1版。第

4卷，收入1953年1月一1954年12月间的文稿373篇，1993

年7月第l版。第5卷，收入1955年1月一12月间的文稿335
． 篇，1993年11月第1版。第6卷，收入1956年1月一1957年

12月间的文稿272篇，1993年12月第1版。第7卷，收入1958

年1月一lZ月间的文稿后，1993年12月第1版。1959年以后

的文稿正在编辑中。各卷均为大32开精装本。

．‘ 《毛泽东先生言论选集》(第1集)北平光华书店出版部

1949年2月版。《毛泽东先生言论选集》(第2集)北平光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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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949年2月版。

．二、合编本
，

毛泽东著作合编本大多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中，计有下

列16种。‘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第1

版，32开本，16开大字本。1966年3月版，64开本。四篇著

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

作》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1966年1月版，6开线装本，一函

4册。战士出版社于1970年也出版了64开塑套装本。《毛主席

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10月第1版，有32开、

64开、16开三种本子，较1964年11月版的《四篇哲学论文》

增收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战

士出版社也于1970年11月出版了100开精装本。《毛主席的五

篇著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的训令》、《党委的工作方法》、《整顿党的作风》、《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人民出版社1967年7月

第1版，128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

词》人民出版社1969年2月第1版，128开塑套装本。《毛主席

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第1版。有

32开、64开、100开和128开四种本子。五个文件是：《看了

(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

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

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的指示，1964年6月27日的批

示)《毛主席的六篇军事著作》战士出版社1969年10月第1版。

有50开和100开两种本子。+
。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人民出版社1963年10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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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

1966年8月第1版。64开本。《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

公移山》人民出版社1966年4月第1版。64开本。1967年7月

100开本，1967年9月128开本。《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人民出版社1967年4月第1版，64开本。《新民主主

义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

版社1966年5月第1版，有32开和64开两种本子。《为人民

服务 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

对自由主义》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100开，1968年2月

128开。《为人民服务》(收五篇著作，同上)北京出版社1968

年6月256开。

三、毛泽东著作专集
，

，

专集是为专业工作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有关本专业的理论

而编辑的。计有7种：《毛泽东军事文选》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总参谋部出版局1961年12月第1版，25开，有精、平两种本

子一1965年9月版，16开线装本。一函四册。《毛泽东军事文

选》(内部本)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战士出版社1981年12

月版。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入1927年一1958年间的有关军事

问题的文章、谈话，电报，共68篇。下编收入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起草的关于11个战役的

电报共378件，并附有军事地图若干幅。《毛泽东军事文集》

(1—6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合编，军事科学出

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12月第1版。收入毛

泽东1927年8月一1972年12月间的军事理论著作和他起草

的大量电报、指示、命令、信函、报告、谈话，共1600余篇。

】0
’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

编，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收入毛泽东1925年一

1965年间各种形式的新闻文稿，分论述、作品、改稿三部分。论

述包括论著、讲话、谈话、批语、按语、电报、书信共71篇。

作品和改稿部分，分别收入消息、述评、社论、时评、发言人

谈话、广播讲话、访问记、编者按语等共52篇。《毛泽东外交

文选》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

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第1版。收入自抗日战争至七

十年代初外交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大量手稿和与国外来宾的

谈话。《农村调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教研室1961年3月

编印，比延安时代出版的《农村调查》多收了《寻乌调查》和

1930年8月《土地法》2篇。《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本书是在

1941年延安版《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增加了《反

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关于农村调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等5篇著

作。编者对著作中提到的重要史实、人名、地名、物名和方言

进行了核实，并作了一些文字校订，加了一些注释，篇末加注

刊印所据版本或原件。 ·

四、书信集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本书收入毛泽东1920年至1965年间的

书信372封。每封信后面都注明刊印所根据的原件。r

五、专题汇编

专题汇编是毛泽东著作中某一专题的汇集，有的是全文收

人，有的是节录。《毛主席论党的建设》(内部发行)解放军总
‘

】1



政治部编，战士出版社1966年12月出版。全书分：党的建设

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法宝、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

领路线、党的领导作用、党的群众路线、共产党员、党的基层

组织、党委制、党的干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党的

团结、党内斗争、党的思想教育、党的整风运动、党的作风等

17个部分。北京出版社1967年8月翻印。《毛泽东同志论党的

建设》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出

版社1960年6月出版。《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

(内部发行)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3

年12月出版，内部发行。收入《反对本本主渝》等23篇著作，

有的是全文收录，有的是节录。《毛泽东论知识分子》人民教育

出版社1949年4月出版。《毛泽东论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一

战线工作部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全书分五

个部分：总论、统一战线历史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统

一战线中的几项重要政策和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主席论妇

女》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毛泽

东同志论青年和青年工作》《中国青年》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

版社1960年4月出版。《毛泽东论五四运动》(内部发行)共青

团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北京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毛泽东

同志论战争与和平》(内部发行)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编辑

出版。《毛主席论人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7年8月出版，32

开本，1967年11月重印，128开本。《毛主席论人民战争》(内

部发行)解放军总政治部编，战士出版社1966年2月出版。

《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毛主席论人民军队》(内部发行)解放军总政治部编，战士出

版社1966年8月出版。《毛泽东论政治工作》(内部发行)解放

军总政治部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5月出版。《毛泽东同志论

无产阶级专政和肃反工作》群众出版社1960年1月出版。《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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