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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写

有大量批注。其中有些已经散失，现在编进这本集子的，是毛泽东

读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

毛泽东的批注与原书有关段落对照排印。原书为竖排、原批

注为竖写的，现在改为横排。批注文字排宋体，原书文字排仿宋

体。批注文字除写在字旁间的排在原处外，写在书页其他地方

的一般排在书页的左边；长段批语和照顾对应关系的少数批语，

居中排出。有些批语没有标点，编辑时加了标点。

毛泽东在批读的书上划有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

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还改正了原书中一些错排的

文字和标点。这次排印，除保留毛泽东划的全部问号外，对于他

划的其他各种符号和所作的勘误，只印出了与批注文字和问号相

对应的有关段落上的；限于篇幅，在原书其他地方的，没有排印。

毛泽东批语中的讹误衍漏，保持原样，分别在尖括号〈 〉 "表

示改误 #、方框! "表示去衍 #、方括号〔 〕"表示补漏 #内加以订正。

毛泽东批读的各书中的人名、书名、地名的译法及人名号、书

名号的用法不完全相同，编辑时未作改动。原书的文字或标点属

明显错误的，作了改正。



书后附有注释。除对一些人物、事件、专有名词和典故等进

行简略注释外，还尽量将三十年代译本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哲学家言论的旧译文，注出通行的新译文；将

人名、书名、某些名词术语的旧译法，注出新的标准译法。少量

未能查清的，暂不作注。

本书所辑文献，除个别件外，系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毛

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织和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原件刊印。毛泽东批注

各书的时间，有的有明确记载，有的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

本作出推测，分别在每本书批注的首页注明。有个别件没有注明

批读时间。

本书编辑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

组的通力合作。!"#" 年 $ 月至 !"%& 年 ’ 月，他们对收入本书中的

大部分批注作过初步编辑。!"%( 年 ! 月以后，又派人参加了本书

的编辑、校勘和注释等项工作。中央档案馆对编辑本书也给予了

支持，并参加了《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 *一书的批注》的编辑工作。一些专家学者，对本书的注释提

供了帮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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