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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书中所写的，主要记述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由毛泽东的小时候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毛
泽东逝世，时间跨度长达80余年，但仍然是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
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国时期，在他的身上都集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优良传统和朴实无
华的人生风范。
在大的政治问题上，他高瞻远瞩，并在缕析分毫中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一味
地克勤克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严格要求他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及他的每一个子女——这无一不
表明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品质和甘愿与广大劳动人民为伍的人文性格。
当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学生时，他即以民族大业为己任，身无分文而“游学”于湖南的广大农
村，这既充分体现了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也从另一方面突出体现了他不畏艰险、敢于向
恶势力挑战的顽强个性；青年时代的他奋发向上，战争年代的他纵观时局的发展变化而尽可能地采取
适合于民族发展的各种积极措施，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他从不动摇自己的决心、从不改变自己既定的
人生目标，认准了的事决不半途而废，从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他在前进途中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和从
不向困难低头、不在挫折面前屈服的战斗意志。
可以说，他一生是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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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历经10年，广泛搜集素材，客观而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情
节，资料详实，令人难忘，从一个独特视角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毛泽东的伟人风范。
　　毛泽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女
，严格要求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他心中时刻想着人民，与全国人民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通过毛泽东的日常工作、生活，人们可以领略他的思想、胆略、胸怀、情操和神采。
他的精神和风范永存。
　　本书材料真实严谨，文字生动活泼。
许多故事感人至深。
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党史研
究和新中国国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阅读此书更将是缅怀伟人、重温精彩历史故事的一次心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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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邸延生，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
1948年4月生于延安，1969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1970年执行援外任务，7次受部队通令嘉奖。
1973年调武汉宅军从事文艺创作，剧作《鹰击长空》荣获大军区-等奖。
1983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宣传干部、记者和编辑等职。

　　多年来共出版专著近20部，发表诗词和文章700余（首）篇。
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风雨人生》、诗词集《岁月回眸》、小说《父与予》、纪实艾学《橄榄枝
与黄玫瑰》等。

　　近年来先后撰写了“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之《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和《历史的
舆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多家报刊、电台连载或连播。

　　“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
　　《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
　　《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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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追根溯源话韶山毛氏宗族七百年在中国的历史名城长沙市南面不远的地方，坐落着四周峰峦耸峙
的县城；因其地处湘江岸边，又有一条名为浏阳河的碧水流经境内，县城被取名为湘潭。
从湘潭县的县城向西80华里，在湘乡、宁乡、湘潭三县的交界处，耸立着一座松柏叠翠的山峰。
相传远古时候的舜帝南巡曾路过这里，休息时命从人吹箫奏乐，唱卫曲歌《箫韶九成》；箫歌起处，
祥云缭绕，百凤翔集，由此箫乐便被人称之为《韶乐》，舜帝曾在那停歇过的山峰也被人们称之为了
韶山。
南岳群山素有七十二峰之说，韶山便是其中之一。
远远望去，韶峰高耸，群峦葱郁。
据《长沙府志》记载，曾有韶氏三姐妹，居山学道，山上留有韶氏三姐妹居住和游历过的韶山八景；
清光绪元年（1875年），一位名叫周定宁的布衣名士，游历韶山后作《韶山记》，盛赞了韶山的地域
概貌：韶山，楚南一名山也！
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
潆回地涌，水飞雪浪之花，九巍天开，山横玉枕之案。
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
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
凤音亭，丹凤衔书；胭脂井，紫龙吐沫。
上麓天，风云际会，前金后紫⋯⋯另有古人写诗盛赞韶山，其诗曰：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
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一条龙。
山麓中，一湾碧水绕山而淌；山脚下，几洼池塘前散落着不多见的几户农舍。
农舍大都依山傍水，掩映在山中松柏和大樟树的簇荫之中。
如果将大山的走势譬如一条巨龙，那么这里就像是这条巨龙颌下的一颗明珠，乡里人习惯地称其为韶
山冲。
700年前——公元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一时
间天下振奋、群雄扼腕、百姓拥戴。
一位远在江西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的青年农民毛太华，不甘一生碌碌无为地老死乡里，
他想走出龙城县到“外面”闯一闯，“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为自己也是为其后代争得一份“荫
德”，于是便投奔了朱元璋的队伍。
不久，他投奔的这支军队被朱元璋派往云南，毛太华就此参加了远途跋涉的西征。
抵达云南后，毛太华随军作战积有一些战功，在云南娶了一位苗族姑娘为妻，生下了8个孩子。
战事结束后，毛太华带了妻子和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内迁，原本想回到江西故里“光宗耀祖”，
但在途经湖南湘乡县时，便在县城门外的绯紫桥畔安了家，并因其累积的军功分得了数十亩田产。
毛太华过世后，毛清一和毛清四便携家带口离开湘乡县，迁到了湘潭县境内的七都七甲，也就是山水
环抱、风景秀丽的韶山冲——由此，韶山冲便有了毛氏家族的这一支脉。
和韶山冲一山之隔的唐家圫，是毛泽东外祖家的居住地，毛泽东的童年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新华社
稿）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星移斗转，时代变迁。
到了500年后的大清王朝，世代居住在韶山冲的毛氏宗族中有一个名叫毛恩普的人，膝下仅有一个儿子
，叫毛贻昌，字顺生，毛恩普按祖上流传下来的习俗给独生子取了一个号：“良弼”。
当毛顺生15岁的时候，毛恩普为儿子娶回了一位比儿子大3岁的姑娘文素勤为妻，并请了风水先生选择
在韶山冲的上屋场重新翻盖了一所“凹”字形的房宅。
祖居湘乡县唐家土乇的文素勤很贤惠，跟毛顺生克勤克俭地过日子，毛恩普老来也算是有了依靠。
5年当中，毛顺生夫妇俩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幸都因病没能存活下来，这对毛恩普的打
击很大。
他长途跋涉百余里的路程去到南岳衡山的大庙为毛家祈求“香火”，希望上天能够降下恩惠，“赐福
”给他们毛家，使之“后代兴旺”，同时还“许愿”自己从此以后吃“观音斋”⋯⋯毛恩普的这一举
动深深打动并影响了文素勤，文素勤从此也开始笃信佛教，敬重神灵，为的是祈求上苍保佑她再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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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而毛顺生却不大相信这些，而且下决心要走出韶山冲去“外面”闯一闯。
于是，他变卖了几亩田产做路费，离开家乡到兵营投了军。
读过一两年书的毛顺生，算是认得几个字，但毕竟没有多少知识，感到在军队的下层士兵中终究混不
出什么“名堂”来，便借口家中有事，托人情去领了当年的军饷，然后拿出一部分“贿赂”了“千总
”。
“千总”又额外“开恩”发给一笔在他看来数目不小的“安家费”，毛顺生便离开了兵营。
回到韶山冲以后，一家人先是用毛顺生的那笔“安家费”赎回了先前变卖的那几亩田产，又置办了十
几亩地，并统一将上屋场那十几间“凹”字形的土坯房加盖了瓦顶，看上去很像是一户殷实的富裕人
家了。
接下来，毛顺生依仗自己出去闯荡过两年的经验，便开始尝试着在村上做一些小买卖。
文素勤在家兢兢业业地操持家务，夫妻俩很快把个家业支撑起来。
毛恩普看到这一切，心里总是乐呵呵的，唯一的盼望就是能够早日抱上孙子。
转眼到了清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亿万劳苦大众深
受日渐衰落的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民族苦难日渐深重。
年轻力壮的毛顺生为了讨生活，开始走出大山去别的乡村做些小生意。
这一年，毛顺生已经23岁了。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韶山冲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12月25日，韶山冲的峰峦中突然狂风大作，随之电闪雷鸣，继而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第五次怀
有身孕的文素勤已近临盆，躺在上屋场的“凹”字形屋内耐着阵阵腹痛，企盼着这第五个孩子的降临
⋯⋯外出归来的毛顺生在堂屋里来回地走动着，面对着供桌上烟气缭绕的香火，一阵阵心绪不宁；虽
说他不像父亲和文素勤那样信佛，也不信神，但这时的他却也对着供桌上摆放着的观音菩萨雕像，默
默祷告着妻子能生下个儿子，盼他们母子平安⋯⋯这时的毛恩普坐在堂屋的一角默默地吸着旱烟，他
不满意儿子在堂屋里来回走动的样子，认为这是对神灵的“大不敬”。
他虽然不作声，但一直以企盼的神情注视着供桌上的观音菩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祈祷：给毛家
生个伢子吧，给毛家生个伢子吧⋯⋯风还在刮，雨还在下，沉沉的云层中一道闪电接着一道闪电，晴
天霹雳一个接着一个炸响。
文素勤听到雷声，暗自祈祷上苍保佑她和肚子里的孩子。
天色越来越黑了，午夜过后，风停雨逝，韶山冲的大山开始寂静下来。
文素勤渐渐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的文素勤突然醒了，开始了痛苦的呻吟和抽搐。
一轮红日跃出东方地平线，在万朵云霞中喷薄升起，灿烂的光辉照耀着风雨过后的韶山——这时，上
屋场毛家屋内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哇⋯⋯哇⋯⋯”产后的文素勤如梦初醒，喃喃地庆幸道：
“阿弥陀佛！
”紧接着是接生婆的一声高喊：“生了，是个伢子！
”这个伢子已是文素勤生的第五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儿子了。
一连几天，毛顺生请了乡里的亲朋好友来上屋场吃喜酒——按毛氏的族谱辈序排列，“祖恩贻泽远”
，毛顺生正名贻昌，是“贻”字辈，他的儿子当为“泽”字辈，即取名“泽东”，字润之（润芝或咏
芝），按儿子辈排行三。
“泽东”意为润泽华夏，恩惠东方；而“润之”则为东方之大泽，尚须水的滋润和维持。
文素勤虽然因又为毛家生了个儿子而暗自高兴，但心中却也有些担忧。
她先前生的几个孩子都因病没能存活下来，这次她暗下决心吃“观音斋”，以虔诚之心祈求神灵保佑
她的这个儿子平安长大。
为了这第三个儿子健康成长，孩子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被寄养在了湘乡县唐家土乇的外祖父家。
唐家土乇的文氏家人丁兴旺，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文家老小共有20多人，文素勤的父亲文芝仪，育有三男三女。
长子文正兴，在文氏这一支脉中排行第七，毛泽东称其为七舅。
七舅母所生子女很多，被乡里人称之为多子多福的吉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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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托福，毛泽东从小便循着母亲的意愿，拜七舅母为“干妈”。
在唐家土乇的文氏大家庭中，毛泽东很得众人的宠爱和呵护，从小养成了活泼、倔犟、刚强和放任不
羁的性格。
文家门前有洼池塘，文家人称其为龙潭。
潭中有一块发亮的巨石，文素勤认为那是一块“神石”，文家之所以人丁兴旺、生活欣欣向荣，全靠
了龙潭中“神石”的庇护。
因此，文素勤让儿子再拜龙潭中的“神石”为“干娘”，取名“石三伢子”，满心希望她的这个儿子
能够坚如磐石，茁壮成长，长命百岁，一生安泰⋯⋯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17日，在中国的黄海
海域，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海战，是为中国海军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战斗中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幕
；因其发生在中国农历的“甲午”年间，人们习惯地将这次海战称之为“甲午海战”。
甲午战争从1894年8月开始至1895年4月结束，历时8个月，终因清政府的妥协求和，不认真准备、组织
和调遣兵力，致使拥有亚洲第一流强大舰队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
国家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地处穷困乡村的湘潭韶山冲来说，老百姓们也只是增加了苛捐杂税，感到生
活日渐艰难，并不知道国家吃了败仗，更不知道堂堂的大清王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中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4月3日，吃过早饭的毛顺生嘴里嚼着最后一口糙米饭，像往常一样匆
匆赶着耕牛去自家田里犁地了。
这时候的文素勤又一次怀了身孕，但她还是腆着大肚子刷洗了碗筷，然后领着3岁的石三伢子去田里
点豆。
年幼的石三伢子跑去地头上玩耍，当他正用小手挖着田边的野菜时，抬头看见母亲突然跌倒在田间，
脸上还显露着很痛苦的神色；他被吓坏了，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叫喊：“妈妈，妈妈⋯⋯”在不远处犁
地的毛顺生闻声急忙跑过来，抱着妻子便往家跑。
所幸文素勤平日操劳惯了，顺利地产下一男孩。
毛顺生见又是一个伢子，高兴得不得了，不由得说道：“噢，蛮好么！
又多了一个牵牛尾巴的，蛮好喽！
”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被取名为毛泽民，字润莲。
第二个儿子过满月那天，毛顺生向前来贺喜的乡亲们说：“又多了一个伢子，好是蛮好喽！
但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要想想办法，不然日子怎么过？
”并说，“从此要立下规矩，不然是管不了的。
”这一年，毛顺生为了能够使家里多进些收入，便学着外边商人的做法，请人印了一些债券向乡里人
发放，并为这种债券起名为“义顺堂”，向乡亲们保证做到“童叟无欺”。
二、辛勤劳作承传统严格管教秉家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石三伢子已经6岁了。
每天早晨天刚放亮，石三伢子总要背上箩筐、带上砍刀进山去砍柴；当韶山冲每户人家的院落里都升
起了袅袅炊烟时，村上的人们见到小小年纪的石三伢子总是背着一捆干柴从山上下来赶回家去吃早饭
。
早饭过后，毛顺生有时会带着儿子下田去干活，有时也会让儿子在家里帮着干些家务，自己则背上褡
裢出去做乡里人的小生意。
乡里人常常称赞石三伢子说：“真是个好伢子，从小就晓得帮着家里干活，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在韶山冲的上下屋场，有一群和石三伢子年纪相仿的孩子，这些孩子几乎天天或结伴进山去砍柴，或
相约在有草的山坡地上放牛，或三三两两地下到池塘里去戏水摸鱼。
这一年的夏天很热。
韶山冲四周的山坡地上树茂草丰，一块块水田里的稻子长得蓬蓬勃勃，有的田里的稻子已经开始抽穗
了。
每逢吃过晚饭，毛顺生为了节省家里点灯用的桐油，总要文素勤带了两个孩子到自家房前的空地上乘
凉。
而这时毛恩普便会拉了两个孙子的小手，搬个竹凳子坐下来，教他俩数夜空中的星星，并指点出哪是
天上的银河、哪几颗是北斗星、哪颗是牛郎星、哪颗又是织女星，两个孩子总会听得入迷。
有时候两个孩子也会向祖父提出许多不懂的问题，诸如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为什么不走到一起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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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神仙为什么不管地上穷人家的事？
还有的时候，小儿子也会问妈妈：池塘里的青蛙为什么总是叫？
树上的蝉为什么总是鸣？
天上为什么会下雨？
该下雨的时候不下、不该下雨的时候为什么又下起来没完没了？
毛恩普和文素勤总会就他们所知耐心地予以回答或解释，实在解释不了的，也会告诉说：等你们长大
了，自然会晓得的。
祖父和母亲给两个孩子讲的这些故事和说的这些话，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有时候毛恩普会单独对他的两个孙子说：长大了你们要好好读书，爷爷希望你们日后都能够考中举人
、考中进士。
真的能够那样，爷爷就是死也瞑目了⋯⋯而文素勤总是对两个儿子说“要多关爱穷人、多帮助穷人”
，因为人活在世上总是需要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
她说每个人凡是做了好事，天上的“菩萨”是会知道的，会保佑做好事的人一生平安；而每个人但凡
做了坏事，哪怕一点点坏事，“菩萨”也会晓得的，做坏事的人就要受到惩罚。
两个孩子向母亲保证说，他们今生今世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这天，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在山脚下的水塘边放牧水牛，两头犍牛哞哞叫着顶起了犄角；在一旁玩
耍的孩子们便哄笑着、吵嚷着将两头顶架的犍牛围了起来，有的还用柳条枝抽打着地面，起着哄地争
看两头顽牛格斗⋯⋯这时候，后脑勺上留着一条小辫子的石三伢子背着一捆干树枝走了过来。
只见他身材修长，上身穿了件对襟的无袖短衫，下身穿着条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布裤子，脚上踏着草
鞋，两只小手紧紧地攥着捆绑干树枝的野藤，一边走一边腾出一只手来擦拭额头上的热汗。
孩子们大声招呼说：“石三伢子，快放下你那柴，来看牛打架⋯⋯”有的孩子说：“快别看了，要是
回家晚了，他爸又得吼他！
”一听这话，石三伢子索性放下了背上的柴枝，上前去拿了一个孩子手中的柳条枝，毫无惧色地大步
走向仍在顶角的两头水牛。
这时，又一头体型健壮的水牛慢悠悠地向着石三伢子走了过来，在一旁的孩子们立刻喊叫起来：“石
三伢子，快躲开！
”小小年纪的石三伢子非但没有躲开，反而瞪起了眼睛，挥起拿在手中的柳条枝抽打在走向前来的那
条水牛背上。
挨了打的水牛跳了跳，哞哞叫着跑开了。
听到叫声，两头顶架的水牛也停止了格斗，随着那头水牛跑向了两旁。
围观的孩子们高兴地大喊起来：“好，石三伢子真行呢！
”石三伢子手上依然拿着那条柳枝，站在草地上同小伙伴们一起也“咯咯”地笑起来⋯⋯十几头大大
小小的水牛全都下到了池塘里，只将牛头暴露在水面上，岸上的树丛中无休止地传响着烦人的蝉鸣。
放牛的孩子们一声呼喊，全都脱光衣服跳进了水塘中，其中有人向仍站在岸上的石三伢子高喊：“石
三伢子，还不下来一起凉快凉快！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读过几年私塾，精明能干，克勤克俭，善于经营，但是性情暴躁，教子苛严
，使毛泽东幼年时期，就滋长了抵制父亲专制的反抗意识（新华社稿）犹豫了片刻，石三伢子最终还
是脱光了衣服，喊着叫着纵身跳进了池塘。
他和几个小伙伴开始了游水比赛，只一会儿工夫，石三伢子便游到了最前面，并回头看一眼被他落在
后面的小伙伴，喊一声：“土地佬官儿、四道士，你们快些游啊！
”被喊做土地佬官儿和四道士的两个孩子喊叫：“石三伢子，你游慢些，等等我们！
”石三伢子在前边侧着身子划着水，他不想让小伙伴追上他，两只小腿一蹬一蹬地加快了节奏。
正当孩子们在水中玩得高兴时，一个伏在水牛背上的孩子大声叫起来：“石三伢子，你爸爸来了！
”众男孩闻声一看，只见毛顺生高高地卷着两条裤腿站在池塘边，胳膊上的两只衣袖也挽了起来，手
里拎着一支竹耙子向水中的儿子厉声吼道：“润之，你给我上来！
”水中的石三伢子不再游了，顺从地光着小屁股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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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男孩也都面面相觑，一个个悄无声息地划向了池塘边，开始揩身子、穿衣服⋯⋯石三伢子低头站在
岸边的草地上，等着挨父亲的训斥；满脸怒色的毛顺生瞪了儿子一眼，想说什么而没有张口，嘴角上
露出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众男孩惊恐地看着毛顺生，随即将眼睛转向石三伢子、一起投去了关切的目光⋯⋯毛顺生察觉了这一
切，先是将脸转向众男孩，最终将目光落在了自己儿子脱下来的衣服上；再看一看衣服旁边的那捆柴
枝，随即拎着手上的竹耙子走向了石三伢子。
石三伢子一见、转身就跑，然后纵身跳进了池塘——众男孩见状先是一惊，随即又都忍不住哄笑起来
，有的孩子还故意说：“毛老伯，下塘去捉他呀！
”毛顺生本不想打儿子，现在想打也打不成了，只得将竹耙子狠劲儿地往地上一戳，返回身去拎起了
儿子捡回来的那捆柴枝，又拿了儿子的衣服转身离去。
走了三四步之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用力甩手将儿子的衣服往池塘边一丢，然后无声地叹口气
、走了。
众男孩都喊：“上来吧！
石三伢子，你爸爸走了⋯⋯”水中的石三伢子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从容不迫地游上岸来穿衣服，同
小伙伴们一起喊着、叫着、欢呼着，像是庆祝胜利似的⋯⋯回到家，石三伢子绕过堂屋先去见母亲，
文素勤疼惜地对儿子说：“你爸爸生气了，说是要罚你⋯⋯”石三伢子扬着小脸对母亲说：“我已经
打了柴了，为什么还要罚我？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慈爱善良，为人慷慨厚道，常接济别人。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终年52岁。
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意长的《祭母文》（新华社稿）这时候，
只听得毛顺生在堂屋里一声怒吼：“润之，过来！
”石三伢子只得乖乖地走进了堂屋，站在父亲面前不说一句话，只是将眼睛看了父亲的脸色。
原本坐在一只矮板凳上的毛顺生一见儿子这副样子，霍地站起身来，冲着儿子大声喊道：“你讲，为
什么下塘？
”石三伢子低声说：“天热⋯⋯”毛顺生再问儿子：“你不怕被水淹？
”石三伢子回答：“不怕。
”毛顺生更生气了：“淹了就晚了！
”石三伢子争辩说：“我说的是实话。
”毛顺生冲着儿子迈了一步腿：“你还敢犟嘴？
”并斥责说，“你说今天该怎么罚你？
”石三伢子并不移动自己的身子，只是抬了头说：“为什么罚我？
我又没做错事⋯⋯”毛顺生冲着儿子说：“我说罚你就罚你！
用不着为什么⋯⋯”正在这时候，文素勤领着3岁的二儿子进了堂屋，一开口先是对大儿子说：“听
你爸爸的话，你爸爸也是为你好⋯⋯”继而又对丈夫说，“呵斥一顿就算了，他已经晓得了。
”接着又将脸转向大儿子，“你晓得了吗？
快告诉你爸爸。
”这时的石三伢子知道母亲是来袒护他的，便喃喃地说：“爸，我晓得了。
”做父亲的问：“你晓得了什么？
”当儿子的回答：“明天还去砍柴⋯⋯”就这一句话，毛顺生竟被儿子说得哭笑不得，文素勤则趁机
对大儿子说：“好了，好了，快带了弟弟去场坪上玩吧！
”晚上，在昏暗的桐油灯下，毛恩普叫了大孙子到堂屋里坐下，说是给他讲些事情。
石三伢子乖乖地在一只矮板凳上坐下来，借着昏暗的灯光，听祖父对他讲：“你已经不小了，该懂事
了，你怎么能够下到池塘去游水呢？
要晓得，那是会淹死人的，这样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毛恩普说：“我们毛家在韶山冲多少
还是有些名声的，上下屋场六七百户人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现如今谁人不晓得我毛恩普？
哪个不晓得你爸爸毛顺生？
族里人也都晓得你爸爸是见过世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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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今也长大了，出去了不准让人家笑话，不准给我们毛家惹祸，不准给我们毛家人丢脸⋯⋯”毛恩
普一字一句地说着，石三伢子静静地听着；说到最后，毛恩普给孙子定下了三条“规矩”：一、不准
说谎；二、不准同长辈顶嘴；三、出去了不准惹祸。
石三伢子向祖父表示他将牢牢记在心上。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临近入秋的一天，已经9岁（虚岁10岁）的石三伢子被父亲叫去身边。
毛顺生坐在一只竹椅上，一边吸着旱烟，一边对儿子说：“润之，你该上学了。
”并说，“男人没有学问不行，爸爸是吃过亏的。
”毛顺生见儿子很顺从地答应去南岸私塾读书，心里暗自高兴，却严厉地叮嘱说，“去了要听先生的
话。
记住，事事不许说谎，不许同先生顶嘴，不许同别的孩子打架，要用心读书！
”石三伢子很高兴地答应一声：“记住了！
”并重复说，“不许说谎，不许顶嘴，不许打架，用心读书⋯⋯”这时文素勤走进来笑道，“石三伢
子，去了要好好读书，日后你爸爸算账就有帮手了。
”毛顺生一本正经地对儿子说：“日后你就是读书人了，从今往后我不再叫你‘三伢子’，而叫你‘
润之’或者‘泽东’，你母亲也要慢慢改过来，叫你‘润之’或者‘泽东’⋯⋯”石三伢子又跑去告
诉爷爷要去读书的事。
毛恩普疼爱地对孙子说：“我晓得了。
”继而又问，“你就要去读书了，你还记得爷爷对你讲过的话么？
”“记得。
”石三伢子很认真地回答，“好好读书，将来考举人、考进士！
”并说，“妈妈要我和弟弟多关爱穷人，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毛恩普点头说：“你母亲说得对
呢！
”并说，“以后我也不叫你‘三伢子’了，而叫你‘润之’⋯⋯”就在这天傍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晚饭的时候，毛泽民不留意掉了一粒米，被他父亲发现了，遭到了斥责：“捡起来吃掉！
”毛泽民弯腰捡起那粒米放进了嘴里，父亲又很认真地对他的两个儿子说：“莫要小看一粒米，来之
不易哩！
你们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要糟蹋粮食！
”这时，毛恩普和颜悦色地诱导着两个小孙子：“润莲，你还记得《悯农》那首诗么？
”“记得！
”毛泽民立刻走离了饭桌，站在堂屋里背诵起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
“记得就好！
”毛顺生很严肃地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日后你们读书也好、出去做事也好，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
你们做什么，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农民家的儿子！
”两个孩子都说：“记住了！
”从这时起，父亲对他们讲的这句话，便深深地记在了两个孩子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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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鲜明个性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生活点滴中昭示伟人博大胸怀。
平易近人，严格要求自己也子女，艰苦相互，时时与人民同甘共苦，关心群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精神永驻，再现伟人的领袖风范，小中见大，点点滴滴化精神，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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