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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马迁说：“王迹之兴，起于闾巷。
”人间事态百变，英才辈出，但那些力挽狂澜、创造历史的顶尖级人物则大多来自民间社会，出于寻
常巷陌和村野人家。
他们一无祖业可袭，二无亲贵可援，而是全凭秀拔之智能、顽强之意志，草创开局，在凌霜履险中继
长增高，终成大器和大业。
地处湘中一隅的韶山，数百年间，毛家人亦是男耕女织，粗茶淡饭，在艰辛劳作中延续着一方人间烟
火。
但正是这块山高林密、草依崖畔之地，却孕育了令无数人惊叹和敬畏的巨人毛泽东。
他崛起山林，纵横九州，其斡旋天地之本领、崭新日月之气概，诚可谓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
心胸。
自古山以景名，景随人传。
长期“灵秀聚锺人莫识”的韶山由此闻名遐迩，“人与地俱传”。
    （一）    虽说英雄不问出身，将相原本无种，但对那些伟人巨子，人们会本能地追问其成功之故。
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抒写了历史传奇、遗留下庞大身影的魅力性领袖人物，其成长经历更令人们为
之神往。
树有根、水有源，韶山自从1949年对外开放以来，无数中外观众前去寻访伟人的足迹，希望在韶山的
土墙瓦房、田园草木中有所发现，有所启示。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
”有感于此，毛泽东的战友叶剑英访问韶山时欣然命笔：“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入思。
”    韶山毛氏家族的前辈在元末从江西吉水迁往云南澜沧江一带，于明朝洪武初年以军功“拨入楚省
”，落籍韶山，其后数百年间瓜绵椒衍，聚族而居，如蜂筑巢般积累着自身的经济和文化资源。
韶山群峰攒聚，苍莽雄浑；田畴沃壤，风光绮丽。
韶峰更为楚南名峰，甘草、沉香产于石中，佛寺、庵堂点缀其间，花竹扶疏，林泉清嘉。
秀绝的山水不仅为毛家人提供了衣食之源，而且滋养了他们诗性崇文的心灵。
到清代乾隆年间，毛氏家族本“敬宗收族，造福子孙”之意，建祠堂，修族谱，设公田，隆祭祀，形
成了规矩齐全、体用兼备的家族文化体系。
以毛兰芳为代表的毛家读书人设馆授徒，弦歌不绝，歌咏故土山川的“韶山八景诗”空灵洒脱，意境
深远。
    毛家人耕读传家，但又崇尚武勇。
近代湘军兴起后，其子弟秉承祖先们闯荡天下的品格而纷纷从军，数十人在征战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功
名，将家族先辈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自古奇人雅爱奇境，奇境实产奇人，叹如许山川，龙蜷虎卧，诗魂剑魂；数过往春秋，耕樵蚕织，
风俗纯朴。
世上数百年旧家立业积德，光前裕后，宜乎其灵秀郁勃而臻于昌炽盛大。
早在清代乾隆二年（1737），湘中名士戴炯在《韶山毛氏一修族谱》序言中便预言：“夫山水秀绝，
必生奇才。
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
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
”    毫无疑问，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禀赋和素养对其一生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在韶山生活了整整十七年，家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家庭生活塑造了他的性格、爱好和习惯。
先辈们勤劳而智慧的生存方式、崇文而尚武的人生追求、务实而浪漫的生活情趣以及儒佛参合的精神
信仰，都在毛泽东的心灵世界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
特别是他那种崇尚武勇、做事刚劲奋力的风格，更为明显地见出毛氏家族集体性格的影子。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
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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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家族背景，正是毛泽东强烈的尚武精神之滥觞。
其他如敬老尊贤、重情执礼等情感特征，也是其在家族的祭祀和日常生活中所习得。
    毛泽东生长在一个“严父慈母”的家庭，耳濡目染，养成了他爱憎分明、刚柔相济的性格。
他崇尚斗争，不怕困难，秉承了严父的刚毅和倔强；而怜贫恤弱、为穷苦人落泪，又分明受到慈母大
爱济人的影响。
他在韶山接受过正统的私塾教育，苦读经籍，涵咏子史，赐予他初步的国学素养，为他一生跌宕文史
、吟诗作赋奠定了基础。
而煤油灯下的自由阅读，也让他领略了中国旧小说、旧戏曲等非正统文化的魅力。
雅俗文化的双重洗礼，决定了他多元的审美取向。
两种文化在头脑中的沉浮不定，又影响到他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方式和阅读兴趣。
在夜读中，他还接触到一些反映时代变局的新式读物，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从而激发了
他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
从乡土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他终生乡音不改，在饮食起居等方面顽固地保持着韶山养成的习惯，如
睡木板床、吃红烧肉、嗜辣椒、用牙粉，喜欢穿宽松的棉衣和布鞋等。
故土秀绝的山水和丰富多彩的民歌民谣则滋养了他的艺术心灵，培养了他终生登山临水、采风访俗的
浓烈兴趣。
    家乡赋予毛泽东的还远远不止于性格、爱好、习惯和国学素养。
1925年和1927年，他在韶山开展和考察农民运动，获得了关于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启示，从而
成为“农民运动的王”。
后来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
在中国，千万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
也是没有用处的”。
韶山的乡亲大多对毛泽东的革命事业予以同情和支持，甚至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韶山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实验田，毛泽东从心底感念这片热土，深切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族亲和同
乡。
    （二）    中国人有一种真挚而深婉的家乡情结，游子思乡、羁人恋家，是文学创作中永恒不变的主
题之一。
俗语中也有“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
物感于外，情动于中，举凡深山夕照、惊秋寒雁、中天明月、旅馆寒灯、清明麦饭、除夕爆竹等各种
物象和人事，皆能勾起国人浓郁的怀乡思亲之情。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怀乡思亲之作车载斗量，其中又有许多优美至极、感人至深的神来之笔，如李白
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戴叔伦的“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周必大的“数点
家山常在眼，一声寒雁正关情”，等等。
    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曾发出“我自欲为江海客”的豪言壮语。
但四海为家的生存方式却无法切断绵绵思乡之苦。
进入中年特别是老年后，毛泽东的怀乡之情与日俱增，而且愈老愈醇。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延安与韶山之间的通讯得以联通。
外家表兄文运昌致信毛泽东，倾诉了暌违多年后的思念之情。
信中附诗一首：“乱时亲友相逢少，焚后楼台入梦多。
始知儿女成重累，诗书且喜却愁魔。
”毛泽东捧读家书，热泪双流，在1937年11月27日情不自禁地给表兄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云：“我
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
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
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信中还写道：“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
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喜欢的。
”此时，距离毛泽东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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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韶山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间，毛泽东南征北战，艰辛备历。
在陕北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在窑洞内伴一盏孤灯检点相思，回忆旧事，最能体会“烽火连三月，家书
抵万金”、“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的深沉况味。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经纬万端，无暇动身作还乡游。
1950年5月，他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让儿子转达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切思念。
“江南草长莺飞日，游子离邦去里情。
”人间的五月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咐和厚意，踏上了韶山这块神奇的土地，走访了韶山冲的乡亲
和唐家士乇的文家亲戚。
毛岸英将看到听到的点点滴滴向父亲汇报，让毛泽东倍感温馨和安慰。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韶山亲人、朋友等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如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
信便达90余封。
每当有韶山亲友上京叙旧，他总是热情招待，娓娓细谈。
昔年梦痕，如数家珍；一草一木，皆耐温存。
他问家乡的老人，问乡亲的生产和生活，问家乡的房舍、庙宇乃至树木，时而欣慰，时而遗憾，时而
眉飞色舞，时而怅然若失，遥望韶山，爱如潮水。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阔别32年后回到韶山，第二天清晨便上山给父母拜坟。
一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饱含了多少辛酸和哀思！
随后他观看了旧居的每个房间和其中的陈设，以及他劳动过的稻田，往日的一切，人与事、爱与伤奔
涌不息。
晚上，他设宴席招待和答谢乡亲，浓酒一杯，情满韶山。
欢聚过后，毛泽东意犹未尽，挥笔写下力作《七律·到韶山》。
这一觞一咏，皆为了倾吐心声、畅叙幽情。
1966年，毛泽东再度回故乡，在山水清绝的滴水洞住了整整十二天。
临别之际，快上车了，他又走回去坐了一会，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管理员廖时禹最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你可要看管好房子啊！
我还会回来的。
”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去，竟成了伟人与故土的永诀。
    “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这是东汉文学家王粲《登楼赋》中的名言，它揭示了怀乡思亲这一美好人性的极大普遍性。
毛泽东晚年很喜欢这篇文章，他感慨万分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
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
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
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    “我拿什么回报乡亲”？
“我该如何回报乡亲”？
这始终是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百废俱兴，包括家乡人民在内的全民生活都极为艰苦。
韶山因为参观人数不断增加，亟须修建公路。
毛泽东听说后大感不安，他在1950年9月20日给黄克诚等人的信中写道：“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地委现
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立即停止，一概不要
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是为至要。
”毛泽东眷念和同情家乡亲友的生活，时不时用自己的稿酬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友，对上京叙旧的亲友
，临别也送给他们一些日常用品，如衣服、皮箱等。
但令他感到为难的是，许多沾亲带故的同乡，都要求他帮忙介绍工作，有的还提出最好安排在北京。
对于这些要求，毛泽东一般都以“工作问题，以就近和熟悉先生情况之人筹商解决，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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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等理由加以婉拒。
作为“一国之主”，毛泽东深知坚持原则、维护公平的极端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韶山有一百四十多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烈士的家属生活最为困难，纷纷要求中央给予特殊照顾，韶山当地政府感到很大压
力。
1950年5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时任湘潭清溪区区委委员、第十五支部书记毛逸民的信中说：“烈属的
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
”他不希望家乡人民因为有他而产生依赖思想和特权观念，而是反复告诫家乡人民在努力生产中求得
生活上的改善。
    毛泽东热爱家乡和家乡人民，但有些亲友对他的期许和要求显然已超出原则所许可的范围。
面对传统人情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观念和陋习，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他不是迎合和将就，而
是以理制情，不惜冒得罪亲友的风险而明断是非。
他曾在给同乡好友彭石麟的信中坦诚地写道：“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
。
”情感与理智、欢欣与失落、付出与歉疚，在他心灵深处总是缠绕和纠结在一起。
    （三）    毛泽东与家乡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交流。
他既得到故土亲人的厚赐，又尽自己之所能予以回报。
他既饱尝思亲怀乡之苦，又充分体验了与亲友久别重逢的喜悦。
他既重情执礼、不忘根本，又深感位高权重之后待人接物之难。
    本书的主题正在于展示毛泽东与故乡双向的精神与情感交流。
一方面探讨早年生活环境和地域文化对毛泽东人格和心理品质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则追溯毛泽东带
给家乡的深层变革以及他怀乡思亲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虽然自然界依旧是日出东台，月挂西峰，但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
重大变化，以致让稍具历史感的人不免生发隔世之叹。
为适应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眼界，我以存史和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为目的，在写作时力求避免两
个倾向，一个是用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眼光来描述历史，以致过滤掉许多丰富、生动的家族文
化、乡土民俗等方面的材料，使书稿沦为肤浅的宣传品；另一个则是用神秘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
与故土的关系，以故作高深和故弄玄虚的语言来渲染韶山的龙脉王气和毛泽东的神秘莫测，从而给书
稿涂上玄学化的色彩。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伟人但不是上帝，人间烟火将他养大，转益多师成就他的博学多才，艰苦卓绝
的奋斗让他脱颖而出。
他和我们平常人一样有亲情、乡情和友情，也有痛苦、挫折和失误。
毛泽东业已走下神坛，我们没有必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他重归神秘。
    我曾有幸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十多年。
期间我仔细研读过《韶山毛氏族谱》，阅读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生平业绩的书稿，并走访过许多毛泽东
的本家和外家亲人。
长年累月的资料积累和思考所得，让我有了写作此书的基本条件。
韶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当2001年我离开韶山的时候，我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写一本全面总结毛
泽东与故乡相互关系的书。
当2011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在长沙的斗室中完成了任务，了却了多年的一个愿望，我为此
感到欣慰和满足。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怀想韶山，感慨万端。
古今多少事，渔鼓起三更。
    胡长明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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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勤劳、精明和节俭，使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摆脱了贫困，跻身为韶山冲的“小财东”。
毛泽东的母亲与他的父亲性格反差很大，她为人恭谨宽厚，随时愿意帮助和接济别人。
父亲强悍而失之褊狭，母亲善良而失之柔弱，毛泽东则集中了父母各自的优点。

　　与经书相比，少年毛泽东更爱读《水浒传》、　《三国演义》之类的中国旧小说，并由此影响到
他后来的政治军事思维方式、人生哲学、情感价值取向和领导方式。

　　旧时中国，家族文化为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
毛氏家族数百年形成的人文精神，沉雄而郁勃，灵秀而浪漫，至毛泽东而臻昌炽盛大。

　　历史进入近代，韶山这块秀丽的土地在时势的推涌下，风兴云奋，人文荟萃，迄毛泽东出，更是
功业震殊俗，声绩耀寰宇。
在这片仅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大量非凡的政治军事人才，而且也涌现出许多知名的科学
和文化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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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长明，1965年9月生,湖南澧县人。
历史学博士。
曾任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究室主任，《书屋》杂志执行主编。
出版有《毛泽东与周恩来》、《大智周恩来》、《毛泽东家事图系》等著作。
另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及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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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山川奇气曾锺此：韶山人文地理概说
第二章　清明麦饭冬至酒：韶山毛氏家庭的形成与巩固
第三章　圣贤豪杰本无种：毛泽东的祖家与外家
第四章　严父慈母振家声：毛泽东的“两党”家庭
第五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毛泽东的私塾生活
第六章　孩儿立志出乡关：毛泽东走出大山
第七章　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的“试验田”
第八章　数点家山常在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两次回韶山
第九章　一方山水一方人：毛泽东与韶山地域文化
第十章　留与他年说梦痕：毛泽东与他的父老乡亲
第十一章　魂魄犹应依此间：毛泽东遗物回韶山
第十二章　韶乐已停尚有村：韶山风物耐人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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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以倡修族谱为标志，毛氏族人的团结和合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并逐渐形成一个稳
固的家族共同体。
毛氏先辈来到韶山这个陌生而又蛮荒的地方，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生存的问题。
明朝前期和中期，是毛氏族人艰苦创业的时期，他们默默地在此繁衍子孙，垦荒种地，疏浚河道，辟
路建桥，如蜂筑巢般地苦心经营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山外的世界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他们的足迹也很少踏出山外。
为了生存，人们无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诵读诗书，训练礼仪，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相对简单而淳朴。
明朝后期，读书识礼的渐渐多了起来，儒家文化深入人心，毛氏家族逐渐与社会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但是，以家族的名义所从事的有定则、有规律的活动可能还极少，族人之间的联系还较为松散。
历史发展到清代初叶，韶山冲的经济和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
田畴沃壤遍布冲内，茅舍之间鸡犬相闻。
纺织、竹木器加工、凿石烧灰等家庭工业已兴盛起来。
毛姓从始祖毛太华算起，已衍派十余代，韶山冲人口达数千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家族观念和文化需求也与日俱增。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韶山毛氏族人在谋生的同时，开始倾全力完善家族的内部结构和文化规范。
其族目规矩在乾隆年间成其大体，以后又逐渐完善，到清末形成一个体用兼备、严密精巧的家族文化
体系。
撰修族谱是毛氏族人完善家族内部结构和文化规范最重要的举措，它使毛氏族人的团结和合作迈上一
个新的台阶，并逐渐形成一个稳固的家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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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期间，依托其特有的学术资源和资料优势，逐步介入
对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先后出版过《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家事图系》，并参与
撰写或编辑了《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等书稿。
我的读书习惯及对学术的兴趣是在韶山培养起来的。
在此期间，我阅读过许多让我终生受益的中外名著，也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因此我从心
底感念这块土地。
    2001年我离开韶山之后，一直想写一部全面反映毛泽东与故乡关系的书稿，但因为其他事务缠身，
迟迟未能动笔。
从2008年起，我决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到2010年下半年，书稿基本成形，之后我又对书稿
作了多次修改。
我在写作过程中，注重采用《韶山毛氏族谱》、《韶山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馆刊》、韶山老人
座谈会记录等一些翔实可靠的地方史资料，力求做到考辨周详，论从史出，使书稿呈现一种朴直、写
实和严谨的风格，尽量避免无根据、不适当的想象和渲染。
我在韶山生活期间，对韶山当地的民风、民俗、民情以及社会心理的变迁有直观的感受，同时也接触
过不少毛泽东的亲属以及对毛泽东生平思想有研究的学界人士，这些经历对我的写作大有助益。
本书的一些图片出自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所编《领袖与故乡》画册，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也参考和引用了
韶山同事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我的老领导龚固忠、高菊村、吴大为、刘斌珍、刘胜生等以及
同事龙剑宇、吴波、张素娥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并非易事，其中得到了许多单位和人士的帮助。
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公司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共同承担本书的出版发行事宜，我对与它们的合作深感
荣幸。
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版过许多高质量的学术和文化精品，参与并见证了十多年来中国民营书
业艰辛而荣耀的发展历程。
总裁尚红科先生拥有一支颇具职业水准的编辑队伍。
本书的编辑们为本书的出版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就书稿当中存在的
问题与我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其敬业精神和专业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我向尚红科先生、各位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金田、李红喜、张曙以及我的同事曹有鹏先生，是他们的
鼎力相助，才让这部书稿及早面世。
    我的朋友钟声、吴炜、段卫国、陈金龙、颜翔林、洪铁民、刘绪义等或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或
长期鼓励我从事学术研究。
他们的学术友情以及对我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关心，让我深切体验到人间益友、畏友、诤友的可贵。
他们的良善、智慧和道义，带给我诸多的灵感和启迪。
    个人的知识、悟性和见解总是有限的，这本书稿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漏和不足，敬希读
者不吝赐教。
    胡长明    2011年5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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