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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 1

风华正茂

韶山是中国的名胜。韶山是美丽的，但它闻名于世，

并不是因景色秀美，而是因为孕育了一位伟人。

1893 年 12 月 26 日，一个婴儿在韶山冲的农民毛

顺生家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命运

的毛泽东。

毛家世代务农，靠种田维持生活。16 岁时，毛顺

生为了清还父亲所欠的债务，不得不去当兵。他省吃

俭用，把分到的饷银积蓄起来。退伍时，便用这笔钱

还清了债务。毛顺生带着全家辛勤地种田，同时做点

贩谷、贩猪的小买卖，因此他家的生活还比较宽裕。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勤劳、贤慧，而且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她经常背着丈夫，拿自家的米去接济贫苦

的乡亲，她的品德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读私塾时，也和同学们一样自带午饭。

有一天，他打开妈妈给他带的午饭正要吃，无意中看

到同学黑伢子没带午饭，一问，才知道黑伢子家已经

断粮了。于是他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黑伢子吃。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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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故居——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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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毛泽东天天和黑伢子一起吃午饭，回家也没有

提这件事。由于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毛泽东也吃不饱。

每天放学到家，他一放下书包就匆匆忙忙地跑到厨房

找饭吃。母亲以为儿子午饭带得太少，就给他换成了

大碗，可谁知儿子放学后照样奔到厨房弄饭吃。母亲

看到儿子的饭量如此神速地增长，感到莫名其妙，就

问儿子 ：“你去上学读书，又不是去干什么重活，为什

么反倒吃得下那么多饭？”当儿子说明了原委，母亲

慈爱地说 ：“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当

早些对我讲清楚，我好用一个大点的篮子，每天给你

带两份午饭，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从这天起，她

便天天给儿子带双份饭。

在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已经表现出

了先人后己的胸怀。有一年秋收季节，田里的稻谷打

下来摊在坪里晒着。突然，天下起了大雨，农民们都

忙着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而毛泽东却先跑到一个佃

户大娘的家里帮着她收谷子，然后才回去收自己家里

的。他父亲生气了，而毛泽东却说 ：“人家家里很苦，

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家的谷子多的是，

损失一些不大要紧。”

韶山冲的天地太狭小了，以拯救国家为己任的毛

泽东要出去学更多的知识，长更多的见识，创一番大

事业。1910 年秋，毛泽东背着行李，离开故乡去求学。

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一首诗 , 表明他的志向和抱负 ：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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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故居中的厨房。这是
湖南农家典型的厨房，火塘
是冬天取暖用的。

■  毛泽东的卧室。少年毛泽东在这里休息和学习。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在晚上常把门窗遮起来不让
父亲看到灯光。



风华正茂 5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辗转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在

学校里，毛泽东以其聪明才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博得

了同学的敬佩，成为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他和蔡和森

等人发起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后改名为“学友会”。

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dǐ lì］道德，增进学识，养

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组织学生进

行各种知识技能研究和课外活动，还参与校方的行政

管理和教学方案的制订工作。

学习之余，他们时常结伴游泳或到橘子洲头的沙

滩晒太阳。

有一次，毛泽东同萧三等人到湘江中去游泳，江

面突然刮起了大风，别人都由江心游向岸边，只有毛

泽东还在江心，与迎头而来的巨浪搏斗，努力游向对岸。

这时一条大船正对着毛泽东驶来，船大躲闪不便，毛

泽东在波浪中正进退不得，眼看就要被大船撞上。危

急中，只见大船努力摆了一下头，毛泽东顺势闪身而

过避免了撞击，但却被船尾摆动时激起的浪涛淹没了。

已经上岸的同学见势不妙，纷纷跳入江中，协力搭救

他上了岸，毛泽东向同学们露出了感激的微笑。这次

遇险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决心，后

来他在一首词中这样写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

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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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至1909年秋，毛泽东辍学在家，白天同成人在田间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这本叫做
《盛世危言》的书，使毛泽东萌发了爱国思想，并激起强烈的复学愿望。这是1915年毛泽东
给表兄文运昌归还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  在众多学科里，毛泽东非常喜欢哲学，这是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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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

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可见，这段生活留给毛泽

东的是一腔抱负，万丈豪情。

在第一师范学习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怀

中先生。杨先生是长沙人，曾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

9 年。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虽不善辞令但仍深得

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他提倡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

想，教育学生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常常去杨

先生家请教问题。杨先生也常邀请毛泽东、蔡和森等

人到他家做客，每次杨夫人和女儿杨开慧都热情地招

待这些学生。杨先生非常赞赏毛泽东的才气，在他去

世前，还写信给章士钊，力荐毛泽东这个“当代英才”。

古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不仅重视

书本知识，更了解实践的重要意义。他经常利用假期

走出校门，到农村中去搞社会调查。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萧子升等同学，从长沙动身，

徒步游历宁乡、平江、浏阳等五个县，进行社会调查。

他们都是穷学生，身上没有一文钱，刚一踏上行

程。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一出小西门，波涛滚滚的湘

江就横亘在眼前，要渡江必须坐摆渡船，船费是每人

两个铜钱。钱虽不多，但毛泽东他们是一文钱也没有的。

小船撑到江中心时，一位姑娘手捧盘子向乘客收费。

毛泽东满怀歉意地说 ：“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请

先带我们过去，一个月后我们会加倍偿还的。”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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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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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靠这点渡船费维持生活，便坚决地说 ：“不行，坐

船必须付钱，不然，你们可以先留下一把雨伞 !”这

时正是梅雨季节，没有雨伞就不用想去游历了。毛泽

东沉思了一下，对船夫说：“撑了大半天船，你一定累了。

请你休息一下，我们替你撑过去 !”说着，他就接过船

夫手中的竹篙，把小船撑到了对岸。他们用劳动补上

了船费。

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位姓王的老人家里。王

老头小时候上过几年小学，后来又到县衙门里当过几

年守卫的差使。王老头问毛泽东他们 ：“天气这么热，

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答道：“我们的家境都不好，

又想出来旅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游学’，一路请求别

人帮助。”王老头说 ：“请求别人帮助并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叫化子也是人，而且是诚实的人，比当官的要诚

实得多。”王老头说他当年在县衙门当守卫时，就看到

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谁想打官司，都得给他送

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能打赢官司。县太爷所审的

每一个案子，都是送礼多的一方赢。毛泽东听了很惊

讶，就问 ：“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输官司的一方有

理变成了无理，就不会到省城告他一状吗？”王老头

气呼呼地说 ：“他不会在乎的 ! 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

城的花费更大。没有足够的钱去贿赂县官，在省城里

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了。连在县里贿赂县太爷的

钱都拿不出来，怎么能拿出到省城里行贿所需要的钱

呢？更何况，官官相护，谁肯为平民百姓说话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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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20年8月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及
10月出版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和考茨基著《阶级争斗》。这三本书
对毛泽东的震撼极大，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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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的话使毛泽东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

游历途中他们来到了安化县。安化县劝学所所

长夏默庵时年 64 岁，是一位饱学先生。他学识渊博，

喜吟诗作对，著述颇丰。但夏先生性情高傲，一向不

理游学之人。毛泽东两次求见，均被拒绝，但他并不

灰心，又第三次登门。夏先生见来人态度诚恳，只得

开门相迎。但他还要试试来人学问深浅，于是写了一

条原对放在桌上。上面写着：“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

春去也。”毛泽东拿过笔来，饱蘸浓墨，即书属对：“清

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眼看着毛泽

东写完，不禁大吃一惊，对边胜过出边，而且气势非凡。

夏先生连声称好，给他们提供食宿。同他们昼夜长谈，

临别还赠给他们 8 块银元作为旅资。

这次游历，历时月余，行程近千里，毛泽东他们

写下了许多笔记。后来，毛泽东曾回忆道 ：“我开始在

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钱。农民给我们吃的，

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考

察时，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

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

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

以后，毛泽东还多次与同学结伴，进行这种社会

调查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更加了解了中国社会，

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他一生坚持调

查研究。

毛泽东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