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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描述毛主席人际关系，反映毛主席与湖南家乡父老交往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我曾读过一部分，感到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者通过长期深入采访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以庄重的笔触描写了一代伟人毛主
席与父老乡亲水乳交融的关系，歌颂了毛主席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大公无私、
情系桑梓、，忧天下的高尚品质和伟人风范。
我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959年随毛主席回过韶山，亲身感受到毛主席浓郁的乡情亲情友情。

　　本书是讲述毛泽东和家乡人民鱼水之情的力作。
作者用了很大的精力深入采访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并作了细致、生动的描写，
文史结合，内涵丰富，反映了领袖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给后人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曾经在主席身边工作过，解放后也曾多次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深深感受到他的亲情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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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志超，1962年9月生，湖南湘潭县人。
湘潭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和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毛泽东十二次南巡》(又名《走出丰泽
园》)、《故园行》(与人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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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上册)》
第一章 故乡风物耐人思
一 九嶷山·芙蓉国·金湘潭
二 韶山，楚南一名山也
三 虎踞龙盘在此间
四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五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第二章 相逢在北京
一韶山来客
二接见毛泽连、李轲
三请客人吃饭
四亲戚朋友不能跟着沾光
第三章 眼望江南
一 思乡情切切
二 飞鸿寄深情
三 板仓的思念
四 派毛岸英回湘省亲
五 孝敬岳母杨老太太
六 你就是我们家里人一样
七 对杨开智的“苛刻”
第四章 不要来京
第五章 心底无私天地宽
第六章 亲不亲故乡人
第七章 师恩深处最难忘
第八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第九章 手足之情
第十章 严父情·慈母爱
第十一章 情系棠佳阀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下册)》
第一章 故人情深
一 郭仕逵北京之行
二 诗友蒋端甫
三 与刘修懿父子的交往
四 关怀汤藻贞及其遗属
五 为张维尽故人之责
六 与易礼容半个世纪的交情
七 你是我的小同乡
八 萍水相逢许志行
九 是故交，也是君子之交
第二章 洒向人间都是爱
一 同情穷人，助人为乐
二 贻全亡故，深致悼意
三 万家忧乐挂心头，
四 生计困难，甚为系念
五 为宋明、李启炽、李贡人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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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郭梓材夫妇频寄汇款
七 郭梓阁是个好人
八 惦记律师郭煌
九 关爱邻居毛爱桂
第三章 同窗之谊
一“剪辫子朋友”胡崇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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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毛泽益，又名毛长坤，生于1929年，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长冲人，一生务农。
其父毛贻全（1906-1949），是毛泽东的房叔，小学教员出身，在毛氏宗祠教过书。
1925年加入青年团。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开办农民夜校，毛贻全与杨开慧一起担任夜校教员
，教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识字，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同年8月，毛泽东离开韶山时，因经费紧张，据说曾向毛贻全借过十两银子（折合光洋十三元）。
后来，毛贻全参加农会活动，并由毛新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元月，毛泽东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毛贻全曾率第三乡农协会员迎接毛泽东到毛鉴公祠，并主
持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农民运动。
毛贻全的堂兄毛雪春，是毛泽东培养的农运骨干，曾任韶山第一乡农协委员长。
那时，毛新梅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以郎中身份作掩护，开办药店，设立地下交通站。
毛贻全亦利用教员身份予以配合、支持。
每当地下党员来韶山，即到毛贻全教书的毛氏宗祠秘密开会、歇宿，因为这里比较安全、可靠。
毛贻全之妻喻氏，系毛宇居姻亲。
其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毛泽益，务农；次子毛鉴辉，工人；三子毛茂生，亦务农；两个女儿分别嫁到
湘乡、株洲，亦工亦农。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贻全因病去世。
其子毛泽益一家生活困难，想起父亲临终时讲过曾资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便给毛泽东写信，
反映父亲病故和家庭生活困难等情况，请求政府给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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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小米饭把我养育，    汗水里埋着笑容。
    几多叮咛，几多惆怅，    啊！
父老乡亲，    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    每当听到著名歌唱家彭丽媛所唱的这首《父老乡亲》，我便感到无比亲切和激动，便仿佛回到了
家乡，回到了韶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的故事⋯⋯    约二十年前，即1992年5月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一书的出版，曾同样令许多热爱毛泽东的读者感到亲切而激动。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是本人的第一部长篇纪实作品。
当年，该书作为全国第一部明确向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献礼书籍，一经问世，即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畅销海内外，在文学界、史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湖南湘潭——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是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便加入了寻找毛泽东的行列。
通过几年的努力，先后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并写出了上百篇有关毛泽东与父老乡亲交往的文章，在
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到了1988年，我开始撰写、整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一书。
该书当时计划写作50万字，在后来的采访中又发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和线索，于是增加了一些章
节，到定稿时达到80万字。
这其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通过本人广泛搜集、深入采访得来的。
其间，我先后赴韶山、湘潭、湘乡、长沙、武汉、北京等地采访毛泽东亲属、故旧及身边工作人员，
地方党政领导达两百余人次。
当年这些当事人即已年届耄耋，而今大都已经作古。
如果当时不及时“抢救”，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是湮没无闻了。
庆幸之余，本人感觉在宣传毛泽东，弘扬红色文化方面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但仔细一想，这件事情又是本人的分内之事，因为作为毛泽东故乡的作家和文史工作者，宣传毛泽东
，再现历史，让世人更加了解毛泽东，热爱毛泽东，本人确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因此，这些年来，我总觉得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驱使着我，使我在研究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方面坚
持不懈，百折不挠，努力奋进。
    继《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之后，本人又相继出版了《故园行》（与人合著）、《毛泽东一家人
》、《毛泽东十二次南巡》（又名《走出丰泽园》）及《韶山魂》等纪实作品，形成了“红色纪实系
列”。
这些作品反映了生活中的毛泽东的方方面面，展示了毛泽东的伟人风采，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赞誉。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有关领袖人物的读物深受读者的喜爱，更加印证了“毛泽东热”方兴未艾，红
色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初版时45万字，而其初稿篇幅远非如此，这就意味着当时有很多珍贵的
资料被删汰，后来通过采访搜集的一些重要资料也有待补充到书中。
所以，这次修订时，本人对原著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增删：一是调整充实了一些内容，增写了部分
章节；二是删去了原有的《来自韶山的报告》一章；三是对书中史实进行了校订，更正了一些讹错；
四是对文字作了修改、润饰。
无论内容、文字、结构、版式均有较大的改观。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出版已近二十年了。
这些年来，该书在书刊市场早已脱销，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再版。
本人曾先后收到全国各地众多读者来信，在对本书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一些文学界、出版界的朋友也曾多次建议修订再版。
由于本人冗务繁忙，此事一推再推，以至延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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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下半年，承蒙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领导、《芙蓉》杂志主编龚湘海先生再次提议，本人遂着手对
该书进行修订。
特别是2010年4月本人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走进红色岁月”采风活动后，深受鼓舞，因而加快了修订
进度。
在完成繁重的本职工作的同时，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告竣。
    该书初版时，曾得到许多当事人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毛泽东的亲友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我永远忘不了当年为本书提供许多资料和帮助的以下同志：毛泽连、张玉莲、毛继生、毛华初、韩瑾
行、周文楠、王英樵、毛远耀、胡觉民、毛臻、毛泽普、阎柏华、毛远翔、毛远悌、毛远涛、文凤良
、毛爱桂、毛据南、毛华松、汤瑞普、刘秀华、杨静及章启荃等。
而这些同志除少数健在外，如今大都已经仙逝。
本人不胜感慨，深表怀念。
在近20年里，本人又先后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除了初版后记中提到的一些同志外，还采访了毛泽东
的许多亲属和乡亲，如毛岸青、邵华、毛新宇、李敏、李讷、刘松林、向三立、李强、张玉凤、高绍
英、刘纪林、肖根儒、李明锦、郭国群、曾彩谋、毛泽连、毛华初、毛远耀、毛臻、毛雪华、陈涌岷
、毛远定、毛远翥、贺凤生、毛绘华、文凤良、文九明、孙燕、沈宁、徐寄萍、毛远俊、毛岸平、毛
小青、毛雨时等，并承他们指点及提供资料。
并写出了许多相关文章，在有关报刊发表。
本次修订增补的内容，大都是上述补充采访的成果。
    此次修订，还得到了许多同志的支持、帮助，如龚湘海、唐贾、冰静、江立仁等先生，或热情襄赞
本书再版，或参与本书编校。
    另外，在写作和修订当中，还参阅了许多书刊文献资料，并配发了一些图片。
著名摄影家侯波老人对本书出版予以大力支持，在病中委托儿子徐建林先生、儿媳朱清宇女士提供了
一组珍贵的照片。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冗务缠身，匆匆命笔，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赵志超    2010年12月15日初稿    2011年6月15日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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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套装上下册)》毛泽东与堂弟毛泽连、毛泽东与岳母向振熙、毛泽东与邻居
邹普勋、毛泽东与姨表兄王季范、毛泽东与侄女毛远志、毛泽东与同学萧三、毛泽东与老师黎锦熙、
毛泽东与老乡齐白石。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有他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伟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与他的家人、亲戚、朋友、战友、老师、同学、故旧⋯⋯是如何相处的？
情与理、亲与疏、宽与严⋯⋯一部在位领导如何处理家事、“小事”的智慧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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