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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次，是人生的历史证明，在一个人的历练中，是特别值得留恋的时刻，也是一辈子不能忘怀的时
刻。
    史学家说过，历史越久远越清晰。
越到垂暮之年，越怀念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第一次经历。
    当然，一般的人的第一次经历也许对社会、对他人无足轻重。
但有的人的第一次经历，对社会、对历史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久远的影响。
也许正是他的第一次经历，才使社会发生变迁，使历史改变了发展方向。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历史巨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旗帜。
他和他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紧密相联。
他的经历，特别是第一次经历，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在今天乃至将来，其影响和作用仍然不可
低估。
    遗憾的是，作为历史巨人，毛泽东没有时间停下步来，由他自己撰写和口述回忆录，或者系统地讲
述他那惊心动魄的第一次经历。
尽管如此，他平时在与朋友、同志、战友，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通信、谈话和闲聊中，在接受记者和
媒体的采访中，在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中，总是不经意地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时间细说过
他所经历的第一次。
如果对他的这些讲述，作一番严肃的历史订正，将一些看似零散、不系统和不完整的描述进行归纳和
提炼，足可以显示出伟人毛泽东的第一次经历，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部别具一格
的历史传记。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
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
苦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伟人那扣人心弦的第一次经历，我们也许还在黑暗中探索，中
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比如，毛泽东对自己第一次接受维新思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
，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
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
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
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很显然，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次经历，唤起了他的民族危机感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觉
悟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强烈地要求父亲恢复他中断了的学业。
因而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毛泽东不重新恢复学业，不继续上学，他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
而如果中国缺少了毛泽东，也很难想象是个什么样子。
    又比如，毛泽东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深有感触地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
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
，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
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由于这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使毛泽东不但知道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知道了中国革命要成功、要胜利，非按《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去做不可，而且他也自觉或不自觉地
开始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要求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从而转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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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
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次，就不会有这样的转变，没有这样的转变，党的一大就不会有毛泽东的身影，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种写法了。
    又比如，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就以介绍自己的经历破题，向斯诺介绍了他和中国共产
党成长的历史，并通过斯诺的笔下生花，写出了《现代中国》、《中国红军的长征》、《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印象记》等书和多篇通讯，在英、美多家报刊上发表。
正是这个第一次，才把中国共产党历史，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立场介绍给了全世界，才使国民党蒋
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种种诬蔑不攻自破，才使世界特别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国家的人民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也是抗战的一支中坚力量，从
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威望。
    再比如，毛泽东与美国在朝鲜的第一次直接较量，体现了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艺术、国际战略和治
国方略，体现了毛泽东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高尚品质，同时也打破了美国和美国军
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胜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也向天下宣告：中国那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英雄的、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人所具有的他无不具有，人所经历的第一次他也必须经历。
但毛泽东又不是普通的人、一般的人，他是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巨人和伟人。
所以，他的第一次经历不仅仅是影响着他的一生，更重要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
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产生着久远的影响。
    毛泽东经历过的无数个第一次，尽管有许多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规律。
因为在这众多的第一次中，实际上已凝聚着毛泽东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哲学智慧，闪烁着毛泽
东那崇高的革命风格和博大的胸怀，成为每个革命者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如何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把毛泽东第一次经历展示出来的无限魅力，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对
毛泽东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出生动的诠释和说明，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基于此，笔者从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中，收集了毛泽东评价和谈论自己第一次经历的相关史料，并加
以解读，以期尝试用一种新的理念和方式来学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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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经历过的无数个第一次，尽管有许多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规律。
因为在这众多的第一次中，实际上已凝聚着毛泽东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哲学智慧，闪烁着毛泽
东那崇高的革命风格和博大的胸怀，成为每个革命者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如何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把毛泽东第一次经历展示出来的无限魅力，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对
毛泽东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出生动的诠释和说明，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基于此，笔者从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中，收集了毛泽东评价和谈论自己第一次经历的相关史料，并加
以解读，以期尝试用一种新的理念和方式来学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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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春元，湖南东安县人，1981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现任湖南《新湘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副
总编，编审。
从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近30年，著有《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研究》、《毛泽东和他的一些亲人》
、《毛泽东政治战略》、《毛泽东的说服与攻心之道》、《毛泽东政治战略理论与实践》、《毛泽东
与李达》等专著10余部，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的81个第一次>>

书籍目录

1．第一次进学堂——“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所小学读书”2．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我可以
跪一条腿磕头”3．第一次接触新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4．第一次婚姻——“我并不认为
她是我的妻子”5．第一次走出韶山冲——“东山学校是所好学校”6．第一次发表政治见解——“立
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7．第一次当兵——“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8．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世界真的太大了”9．第一次写诗——“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10．第一次题词——“何以
报仇，在我学子”11．第一次领导学潮——“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12．第一次使用笔
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13．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文章——“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
德智也”14．第一次”游学”——“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15．第一次办学——“这个夜学专为列
位工人设的”16．第一次带“兵”作战——“要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17．第一次组建
革命团体——“我和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8．第一次北京之行——“我对政治的兴趣
越来越大”19．第一次办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20．第一次到上海——“你们一定会满
载而归！
”21．第一次撰写祭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22．第一次领导民主运动——“张毒不除，湖南
无望”23．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树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4．第一次登泰山——“
我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25．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6
．第一次给妻子写诗——“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27．第一次领导工人大罢工——“不做工者不得食
”28．第一次参加党代会——“我到上海去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29．第一次到安源——“工人
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30．第一次当”红娘”——“你们可要补我一杯喜酒哟”31．第一次进入中
共决策层——“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32．第一次在农村建立党支部——“我们举起右
手，向党旗宣誓！
”33．第一次遇险——“成八胡子奈何不了我”34．第一次做国民党的“官”——“我担任国民党代
理宣传部长”35．第一次分析中国社会——“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6．第一次系统调查农村
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好得很”37．第一次被抓——“两块银元救了我一条命”38．第一次领导武
装起义——“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39．第一次明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
连上”40．第一次改造”绿林”武装——“我们都来当革命的山大王”41．第一次明确军规——“三
大纪律，六项注意”42．第一次办市场——“我们能够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43．第一次遭受撤职
处分——“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职务”44．第一次明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这对于执行党
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45．第一次公开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6．
第一次反“围剿”——“天兵怒气冲霄汉”47．第一次称赞邓小平——“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
”48．第一次被称呼为”主席”——“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49．第一次阅兵——
“我们这是检阅各路英雄好汉！
”50．第一次领导反腐败——“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51．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志丹
同志，我是来投奔你的呀！
”52．第一次为党内同志祝寿——“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53．第一次与外国记者亲密接触——
“把我的生平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54．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55．第一次为党内同志执绋抬棺——“忠心为
国，虽死犹荣”56．第一次挨老百姓的”骂”——“群众发牢骚，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毛病”57．第一
次评论文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58．第一次谈毛泽东思想——“我的思想（马
列）自觉没有成熟”59．第一次明确党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60．第一次与美军直接
打交道——“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61．第一次公开道歉——“今天，我是特地来向大家检讨错
误的”62．第一次直接与蒋介石面对面交锋——“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63．第一
次公开藐视帝国主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64．第一次到车站迎接客人——“我们恭候你来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65．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万岁”66．第一次出国——“我是
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67．第一次与美国直接较量——“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
打”68．第一次视察黄河——“我们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69．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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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70．第一次登上海军军舰——“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71
．第一次畅游长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72．第一次提出“退居二线”的想法——“我
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73．第一次公开对苏联说“不”——“你们不支援，我们自己搞
”74．第一次讲“不怕鬼”故事——“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75．第一次登庐山——“冷眼向洋看
世界”76．第一次纵论生死——“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77．第一次住进滴水洞——“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8．第一次谈自己的性格——“在我身上有
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79．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80．第
一次公开对林彪表示不满——“‘四个伟大’，讨嫌！
”81．第一次批评”四人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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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第一次进学堂——“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所小学读书”    1936年，刚到陕北不久的毛泽东，在
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起他第一次踏进学堂的情景：“我八岁那年开始在
本地一所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
”    毛泽东对第一次入学的时间，回忆是准确的，但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在这所学堂一直读到13岁。
其实，他在这所学堂只读了两年就转到另一所学堂去了。
    毛泽东第一次进的这所学堂，是本地的一所私塾；也是我们现在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时必经之地—
—南岸，当时叫南岸私塾。
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青砖青瓦，白色粉墙，占地面积约有一亩见方，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
在此兴办邹氏族校。
这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有气派的一所学堂了。
毛泽东正是从迈进这座不起眼的祠堂开始，踏上他辉煌人生旅程的。
    开学的第一天，父亲毛顺生牵着儿子的手，把毛泽东送到南岸私塾，拜见了启蒙老师邹春培。
邹先生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润之，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进学堂，
都要对它叩拜。
日后，保管你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    毛泽东看了看邹先生那严肃的神情，听着那似懂非懂的话语，像大人一样郑重地点了点头，接着
向神龛恭恭敬敬地行了大礼。
邹老先生见此状，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高兴地对毛顺生说：“顺生公，令郎资质聪颖，有朝一日
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
”    塾师邹春培是一位非常严厉古板的先生，信奉的是当时流行的“不打不骂不成才”，“棍子底下
出好人’的教育理论，学生只要稍微懒惰或越轨，动辄施以打板子、打手心、跪、站等体罚。
背书时，他正襟危坐，让学生背对着他站立，弄得气氛相当紧张，学童望而生畏，已记住的一些课文
，往往吓得又忘记了。
    从骨子里具有一种反抗精神的毛泽东，对老师这种动不动打骂学生的行为很反感，觉得这个先生很
凶、。
很坏。
于是，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用多种方法对先生进行反抗。
    有一次，轮到毛泽东背书，他不按邹先生的“规矩”肃立，却纹丝不动地坐在自己座位上背诵。
邹先生责问他：“毛润之，为什么不站立起来？
”    毛泽东竞和他论理起来：“你是坐着的，我为什么要站着？
”    邹先生立即板着脸说：“你怎能跟我比？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也就是说，我是你的先生，就如同你的父亲一样。
哪有尊长和晚辈一起陪站的？
真是岂有此理！
”    毛泽东见先生动怒，仍不急不躁地说：“我不习惯站着背，一站着腿就打抖，也就背不出书来。
所以，在家里父亲是从不让我站着背书的。
你既然说你就像我父亲，那就也不该让我站着嘛！
”    他巧妙的对答，使邹先生无言以对，只得依他。
    平日里，在私塾敢冒犯先生的学生几乎没有过，而毛泽东刚入学便顶撞起先生来，这令邹春培很恼
火，感到毛泽东是个不肯循规蹈矩、不大好管教的学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毛泽东那独特的个性，以
及在顽皮之中显露出的灵性和机智。
于是，邹春培就想出许多办法来“为难”毛泽东，以便他日后能更好地成才。
    一天午饭过后，邹先生摇着芭蕉扇来到教室，向大家吩咐道：“我下午有事外出，不在蒙馆，你们
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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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以后，抽你们读《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    毛泽东虽然调皮，可读书却从不含糊。
邹先生走后，他先将昨天学过的课文温习了一遍后，便开始预习老师下午将要点读的新课，很快，他
就能够熟背这篇课文了。
    毛泽东一边擦汗水，一边拿起课本读起来：“⋯⋯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
”    对课文中的这句话，毛泽东接连读了两遍，突然眼睛一亮，便对同学们说：“看来，古时候就有
‘童子’和‘冠者’下河游泳的先例，而孔夫子也很赞同。
眼下，天气这么热，我们何不也到池塘里冲个凉？
”    他一提出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小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可是，邹先生回来后知道怎么办？
”一个平时胆子较小的学生有些胆怯地说。
    这句话使得那些小朋友们又都站在原地不敢走了。
毛泽东想了二下，非常有把握地说：“不怕，先生怪罪下来，你们就说是我带头的。
”    毛泽东的话一落音，十几个蒙童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欢呼雀跃地跑出蒙馆。
毛泽东首当其冲，一个猛子扎进碧水清波中。
其他学生娃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扑嗵”、“扑嗵”地跳进塘里。
他们就像一群鸭子一样，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早把老师的吩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馆后，见学生们赤身裸体在塘里戏水弄波，便铁青着脸吼道：“孺子不可教也！
你们马上穿好衣服回馆！
”    回蒙馆后，学生们低着头，等候先生发落，唯独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坐着。
    邹先生目光盯着毛泽东，心想：大概只有你毛润之才敢带这个头，今天非惩罚惩罚你不可！
    邹先生看了看大家，然后严厉地问：“谁让你们下水的？
”    毛泽东敢做敢当：“是我带头的！
先生！
不过，若要问到是谁让下水的，那就是孔圣人！
”说着，他往东墙上的孔子牌位一指。
    “什么？
你！
你⋯⋯”邹先生一听此言，气得脸色发白，并举起戒尺就要打毛泽东。
    “先生且慢！
”毛泽东—下子打开《论语》，翻到邹先生点读的《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递到先生面前，说
：“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也说过可游泳吗？
他对曾点讲的那几个人边游泳，边唱歌，边做诗，还大加赞赏：‘吾与点也’。
”    邹春培看到孔子的那句“吾与点也”，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他气急败坏地折断了那根戒尺，把门“呼”地一摔，忿然走出了学堂门。
    邹春培来到了上屋场，把毛泽东在蒙馆的所做所为告诉了他父亲毛顺生。
晚上回家，毛泽东自然逃脱不了父亲的一顿臭骂。
    在私塾里，毛泽东虽被邹先生排在顽皮的学生之列，但他会读书也是出了名的。
他天资聪慧，在学习上不需要先生多劳神费力，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邹春培古文功底比较深厚，尤其擅长吟诗作对。
他常常让学生“属对”，用这种办法来测试他们的成绩，并以对不上“对子”为由，处罚那些不用心
读书的学生。
一次，邹先生点毛泽东背诵一篇晦涩古奥的文章，没想到毛泽东倒背如流。
邹先生寻思：看来背书是难不倒毛泽东了，因为凡是讲过的课文，他毛润之没有不会背的。
那么属对呢？
想到这里，他挥笔在墨板上写下“濯足”二字，然后将所有学生扫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到毛泽东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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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明白：这是让他做的题目。
他没有丝毫犹豫，走上讲台略作沉思，便在“濯足”二字下面对以“修身”。
    邹春培惊喜而欣慰地捋着灰白胡子笑了。
    一天放学后，邹先生随意领毛泽东到一畦菜地里，扯下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带回家去，同时交代
，明天一早必须还他一茎与牛皮菜能对得上对的菜。
    毛泽东略想了想后对邹先生说：“不用等到明日，只需稍等片刻即可答对。
”    说完，他朝土路两旁看了看，便在菜地旁拔起一蔸马齿苋菜，交给了先生，然后径直离去⋯⋯    
邹春培接过那株马齿苋菜，看了又看。
一向苛刻古板的他，顿时由衷赞叹道：“‘牛皮菜’对‘马齿苋’，对得好，对得好！
真是奇才，奇才呀！
”    此后，邹春培每每逢人，便欣喜地夸奖说：“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已非吾辈所能
及矣。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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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春元所著的《毛泽东的81个第一次》讲述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人所具有的他无不具有，人所经历的
第一次他也必须经历。
但毛泽东又不是普通的人、一般的人，他是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巨人和伟人。
所以，他的第一次经历不仅仅是影响着他的一生，更重要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
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产生着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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