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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芋头打狗

湖南省望城、湘潭、宁乡三个县交界的地方，有

一片肥沃的丘陵。丘陵中心有一条约两里长的小山冲，

小山冲的冲尾像喇叭一样向北张开，冲口是一片农田。

乡亲们传说，数百年前，当地人经常伐木烧炭，以此

为生，因此，大家就把这条小山冲取名炭子冲。

炭子冲东侧的山坡下，有一处朝西而建的茅舍，

茅舍的泥砖墙上，粉饰着糠壳泥，门前有清澈见底的

池塘，屋后是松涛阵阵的山峦。每年的春风，把茅舍

周围的林木吹得枝繁叶茂，浓郁多姿。

1898 年 11 月 24 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

冲的这所茅舍里降生了。

当时，刘少奇的父母已经养育了3 个儿子、2 个女

儿。中年添子，做父母的分外高兴。按照刘氏家族的

习俗，他们为小儿子起名绍选，字渭璜。因为刘少奇

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亲切地叫他“九满”。这

一昵称，后来又引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九满”参加

革命工作后，取名刘少奇，曾用名刘卫黄，化名陶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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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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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等。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是刘家受教育最多的人。他

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深受当地人们的尊敬。

乡亲们有什么重要事情，都乐意请刘寿生帮助。刘寿

生对积累钱财买田置房不怎么热心，他把主要精力放

在培养和教育子女上，尽量让孩子们多读书。刘寿生

病重去世前，再三告诉刘少奇的几个哥哥：要让“九满”

多读几年书，将来当个好的中医师。

在刘寿生的精心筹划下，刘少奇的大哥刘墨卿、

二哥刘云庭都读了三四年私塾，三哥刘作衡读了6 年

私塾，成为一名写算俱全的好管家。

刘少奇从懂事起，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同哥哥、

姐姐们一起，到田间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读书明理

的父亲在刘少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刘

少奇回忆父亲时，说 ：“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

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

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娘家是在离炭子冲数里路的

顾庐塘。鲁氏虽然没有机会上学，却聪明秀气，身体

结实，从小练就了一双麻利的手。到刘家后，鲁氏干

活持家都是能手。几十年里，一直是这个家庭中的主

心骨。刘少奇的父亲过早去世以后，母亲挑起了支撑

家庭的重担，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使刘家在炭子冲

的家业没有凋敝下去，还增加了几亩田产，修盖了数

间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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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刘少奇虽然瘦弱文静，却聪明伶俐，深

得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疼爱。母亲为了照顾刘

少奇，偶尔也为他留点好菜。家庭的勤劳、节俭，培

养了刘少奇热爱劳动的美德。从五六岁开始，刘少奇

就不时地来到田间、山边，参加各种劳动。

农忙时节，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插秧了。刘少奇

也来到田间，为他们送茶水、送汤粥。有时候，刘少

奇还把秧苗一把一把地递给哥哥。

水稻发绿了，长高了。刘少奇踏进水田里，同哥

哥一起去除草。禾叶拉破了他的脸，他也不在乎。

姐姐到山上去拾柴，刘少奇也跟姐姐去。

妈妈到田边去采野菜，刘少奇也跟着去。他不会

采野菜，就兴致勃勃地捉虫子。

那几年，炭子冲的山山岭岭、田间溪边，留下了

刘少奇少年时许许多多的足迹。

刘少奇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同小伙伴们一起玩。

刘少奇同炭子冲周围的小伙伴们很熟悉，私塾放学以

后，刘少奇和小伙伴们常常相约到旷野中，时而放牛，

时而拔草，那清新的泥土气息中，有小伙伴们无限的

乐趣，也有少年刘少奇施展智慧的地方。

罗家塘一户贫苦农民的孩子李桂生虽然比刘少奇

小两岁，却分外勤劳。刘少奇同李桂生相处得很好，

平时，他们在一起学习，放学后，两人又相约一起去

劳动。

炭子冲西面的山坡上，树林比较稀，满山遍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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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青少年时期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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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草。刘少奇和李桂生经常到这面山坡上去放牛、

割草。那片林间小地，是刘少奇和伙伴们劳动后玩耍

的好地方。刘少奇同伙伴们一起去放牛时，总是要带

一支竹笛或者一本书。

一天，刘少奇又和伙伴们一起到这面山坡上放牛，

他一边让牛吃草，一边拿出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起

来。他爱看《水浒传》，爱看《西游记》。在家时，父

亲不让他看这些书，到野外，他看得那么认真，那么

仔细。当他抬起头时，牛却不见了。

原来，牛吃完一片草以后，挣开牛绳慢悠悠地到

别处吃草去了。刘少奇大吃一惊，急忙收起书，去寻

找牛。

李桂生等小伙伴们也一起帮刘少奇找牛。

翻过了两个小山头，牛找到了。小伙伴们高兴极了，

便聚集在一起，纷纷要求刘少奇讲林冲和鲁智深的故

事。

一次，小伙伴们去割草，遇到了一条恶狗。由于

刘少奇的机警，才没有被恶狗咬伤。

原来，翻过炭子冲的一处山坳里，有一户人家养

了一条狗。这条狗很凶恶，看见穷苦人家的孩子就咬，

走过这里的好几个孩子都被这条狗咬伤了。刘少奇和

李桂生等人割草走过这里时，每次都格外小心。

一年秋天，刘少奇去割草时，那条恶狗突然从身

后窜上来，把他的小腿咬住了。赶走恶狗以后，刘少

奇暗下决心，一定要惩罚这只乱咬人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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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少年时读书写字的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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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私塾放学以后，刘少奇和李桂生等人拿

着割草的工具，来到炭子冲西头的山岭上，相约到那

个山坳里去割草。刚过山岭，那条狗狂吠着，又追过来。

一名小伙伴见此情形，连忙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那

条狗一闪，没有打着，又狂吠着窜过来。

另一名小伙伴抡起手中的一条棍棒，猛地朝那条

狗打去。那狗后退了两步，吠得更凶了。

前面的路被挡住了，小伙伴们胆怯起来，有的回

头想跑。这时，刘少奇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灰黑色

的东西，猛地向那条狗扔过去。那狗先是一闪，紧接

着猛咬一口，把那团黑东西咬在嘴里。这一来，那狗

的凶恶气焰全没有了，像被什么东西刺伤了似的，在

地上打滚。

刘少奇手一挥，对小伙伴们说一声 ：“走 !”

来到一片小树林里，小伙伴们又惊又喜，争先恐

后地问 ：“九哥，你用什么东西治住那狗了？”

“你们猜？”刘少奇神秘地一笑。

小伙伴们你看我，我看你，无从猜起。

“那是一只刚刚煨熟的芋头 !”刘少奇说。

“真妙 !”

“九哥，你真有办法。”

小伙伴们乐了。芋头煨熟后，外面黑乎乎的，里

面又软又烫，狗咬住了热芋头以后，吐不出，吞不下，

被烫得大声尖叫。刘少奇用热芋头打狗，把这条恶狗

给治住了。



热芋头打狗 9

智慧从实践中来。炭子冲的劳动实践，不断地丰

富了刘少奇的智慧，也使他同伙伴们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革命成功以后，刘少奇仍然没有忘记同李桂生等

人一起度过的有趣童年。1961 年，刘少奇回故乡调查

农村情况时，还把李桂生请到炭子冲旧居交谈。远远

看见李桂生，他给夫人王光美介绍说 ：“他是我小时

候的同学，看牛、割草时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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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中识“鬼”

1909 年，刘少奇 11 岁了。这一年，刘少奇有机会

到离炭子冲 7 里远的洪家大屋读书。学习环境的改变，

为刘少奇学习丰富的知识创造了条件。

洪家大屋是宁乡县芳储乡的一处大宅府。洪家是

当地的封建大户，世代书香之家。祖上有的是清代二

甲进士，官至知府；有的曾经担任翰林院国史馆协修。

洪母自己受过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儿子 6

岁那年，她就挑选了当地享有名气、学问最好的杨毓

群到家里坐教。杨先生进过师范学堂，有新思想、新

知识，当地人得知杨先生到洪家开教馆的消息后，都

设法把子弟送到洪宅读书。刘少奇的家人也通过熟人

介绍，把刘少奇送到洪家大屋。洪母一见刘少奇，满

心喜欢，破例谢绝其他人，收下了刘少奇。经过数月

试读，洪母对刘少奇更满意，还让儿子同刘少奇以兄

弟相称。

后来，洪母曾对人说 ：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心

里就十分喜欢。我见过一些人家的孩子，只有他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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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读私塾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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