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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家风，指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即家庭

所有成员共同尊崇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俗称门风。《颜

氏家训》说：“笃学修行，不坠门风。”中华民族向有重视家风的传统，留下

许多著名家训、家规，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良好的家

风，不仅会形成温馨阳光的家庭氛围，造就和睦健康的家庭，而且必然会影响

到学风、民风、政风、党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民族兴旺发达、国家

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

好的家风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是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源头。社会是

无数个家庭的组合，良好社会风气是无数家庭良好家风的高度凝聚。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那些志士仁人都非常看重培养良好

家风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影响社会、影响国家。

人皆有家，有家就有家风。好家风，从小处说，可营造父慈子孝、婆媳和

睦、子孙出息的幸福家庭。从大处说，可影响社会，造福民族，为实现“中国

梦”提供正能量。以德治家，重视家风，严于律己，管好家人，于国于家于个

人，都将产生极大的效益。

毛泽东的家庭，在很长的时间里，曾经是一个谜。战争年代，被笼罩在战

火硝烟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又隐迹于红墙深院之内，接触的人

不多。许许多多的家事，都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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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的1936年，到他告别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长眠不起的1976年仙逝，从他的朋友到他的敌人，亿万人都关注着毛

泽东，关注着这个开创了一个伟大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写了中国人的

命运，并影响了世界的伟人。同时，人们也深切地关注着他的家庭，渴望了解

他的家庭生活的真情实貌。

毛泽东的家庭，有着同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美好的情感和操守，也有

着同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的酸甜苦辣，坎坎坷坷，悲欢离合。有欢笑，有

眼泪，还有难言的苦涩。

毛泽东的家庭，有着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时代浪潮共同熏染的斑

斓底色，也有着革命领袖家庭独特的韵味和风采。

如果说40年前，人们关注毛泽东的家庭，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好奇，那

么，今天的人们更多地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希望从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和他的

家风身上，寻找人生的启示和参照。

有些东西是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为全人类长久共享的。作为一个时代的

伟人，毛泽东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时间越久，越散发出怡

人的芳香和警世的作用。

往事已矣，巨人长眠。激情燃烧的岁月渐行渐远，但毛泽东的家风却依然

长存，仍然是治家保国的宝典。

家风就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可以照出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道

德，可以照出他的信仰、理想、追求，也可以照出他的品德是高尚还是卑鄙，

心灵是美好还是丑恶。毛泽东家风也不例外。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知晓毛泽东的

家风，来了解和欣赏这笔精神财富，从而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毛泽东的人生风景

和心路历程。

毛泽东和他的父母亲、妻子、子女和儿媳刘思齐、邵华的故事。从毛泽东

这个个体的“人”和人性上，发掘和赏识毛泽东作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生活情

愫。本书以人物为中心，以家风为线索。将毛泽东和家人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使得读者既清晰家风的来龙去脉，又更深层次地把握毛泽东和每一个家人、亲

人的关系。读毛泽东的家风，看毛泽东的家人、家世、家事，品毛泽东的亲

情、爱情、友情、乡情。一部毛泽东的家风可谓是一部革命家为人处世的教诲

录，也是一部政治家勤俭廉洁的活纪录。

家风连着党风，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好的党风。家风是藏在生命深处的感

动，而且比金子还珍贵，比春风还温暖。一部家风就是毛泽东人生的一个闪光

的故事集。家风犹如陈年老酒，愈陈愈香。而读家风，其实就是听来自生命深

处的那一份感动，生命中可与不可承受的重与轻，都成为一种宝藏。在改革开

放，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重温毛泽东的家风，我们一定会从

中汲取生命的有益营养，从而增添前行的力量和勇气，胜利地去实现两个100年

的奋斗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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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家族优良传统

毛氏家族到韶山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必须倾全力解决生存问题，社

会生活尚比较简单，人们无多少时间训练礼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族

先贤开始制定严格的文化规范，以指导和约束族人的行为，保证家族的兴旺发

达。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创修族谱，可惜该谱已经失传，其主要内容不

得而知；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二修族谱制定了家规18条，家训和家戒各10

则；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时又增加百字铭训和劝戒讼词。另外，二修、三

修族谱时，还辑录了古今圣贤格言。毛氏宗祠“聪听彝训”匾额上方抄录有曾

国藩的部分家书，以补家族文化规范之不逮。

二修族谱制定的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由族长、

房长强制执行。家族处理不了的则“送官究治”。如第1条规定：“孝悌为百

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劳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

弟。苟有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

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又如第5条规定：“子弟之成败全在

父兄之教训，故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凡族人于子弟知识稍开，天真

未遭之际，提撕训导以保天性。及长，教以正业。如有听其游荡，放辟不加约

束，先以容纵处父兄，后以不肖治子弟。”

家规作为族人的道德生活信条，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必须做到家喻户

晓。毛氏家族在制定出家规后，要求“凡各家长当于三余之时，孙子略识书字

之际，使之观看，与之讲明，令其和其稽考，遵其法戒，则在家可为一家之令

子，在乡可为一乡之善士，在国可为一国之忠良。”

毛氏家规制定于1881年，毛泽东则诞生于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17年，

因此，家规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从家规的内容来看，排除其极端的

封建礼法观念，其中的确存在许多积极因素，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

子、婚丧从俭、怜恤孤寡、清正廉洁等。这些都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道德，

并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封建礼法严尊卑，别等级，酿成恃强凌弱的暴虐之风，但排除其极端思

想，内中也蕴含着尊老敬贤的可贵精神。毛泽东对老人、对长辈一直是十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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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的部分家书，以补家族文化规范之不逮。

二修族谱制定的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由族长、

房长强制执行。家族处理不了的则“送官究治”。如第1条规定：“孝悌为百

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劳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

弟。苟有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

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又如第5条规定：“子弟之成败全在

父兄之教训，故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凡族人于子弟知识稍开，天真

未遭之际，提撕训导以保天性。及长，教以正业。如有听其游荡，放辟不加约

束，先以容纵处父兄，后以不肖治子弟。”

家规作为族人的道德生活信条，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必须做到家喻户

晓。毛氏家族在制定出家规后，要求“凡各家长当于三余之时，孙子略识书字

之际，使之观看，与之讲明，令其和其稽考，遵其法戒，则在家可为一家之令

子，在乡可为一乡之善士，在国可为一国之忠良。”

毛氏家规制定于1881年，毛泽东则诞生于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17年，

因此，家规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从家规的内容来看，排除其极端的

封建礼法观念，其中的确存在许多积极因素，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

子、婚丧从俭、怜恤孤寡、清正廉洁等。这些都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道德，

并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封建礼法严尊卑，别等级，酿成恃强凌弱的暴虐之风，但排除其极端思

想，内中也蕴含着尊老敬贤的可贵精神。毛泽东对老人、对长辈一直是十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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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提议给“延安五老”祝寿，并给其中之一的徐特

立六十大寿写了贺信，称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毛泽

东给人写信、会见宾客，对称呼、对座位都极讲究，虽说是细枝末节，但也证

明少年时代的文化习染对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由于与尊长接触很讲礼仪，他

身边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与他的身份不大适应，毛泽东却戏称自己是“老保守党

人，是老顽固”。

勤俭持家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家规中云：“冠、婚、丧、祭，称家

有无。俭啬太过，鄙吝失之固；骄奢靡丽，侈浪失之浮。惟其不固不浪，乃得

之中，则于礼无悖，于人无议，且足以风世。”毛泽东的父亲持家十分勤俭，

甚至有些近乎悭吝。如他不准家人在岁时令节以外的时间吃肉，只对雇工有时

破例，农忙时节以肉和鸡蛋招待他们。毛泽东继承了家族勤俭持家的传统。他

曾说：“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

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将勤俭持家的思想推广开去，毛泽东又号召“勤俭

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身体力行，终生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

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他一块欧米伽手表，此后直到逝世，毛泽东

都戴着这块手表。其间不知坏过多少次，他都舍不得换新的。

毛氏家族家规认为：“孤儿寡小，最为苦楚，无论亲友同族，务宜一体

体恤，无事则共相顾复，有事则力为扶持。”毛泽东所属的震房还办有养济

所，专门救助那些孤苦无靠的人。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为人善良，常常接济那些

穷苦的乡亲。毛泽东终生最看不得穷人落泪，又时时不忘为“卑贱者”鸣不

平。究其根源，与家族传统也有一定的关联。

毛氏家族崇尚正直无私的道德风尚，在家族事务中力倡清正廉洁，“厚

德流光”，认为侵吞祀产和公项“无异人子食父母之肉”。家规中规定，如

有贪墨行为，“要立行斥革论罚”。家族前辈们的“好义趋公”，对毛氏子弟

有深远的影响。如民国时期曾任云南易门县县长的毛国翘，在任期内，“凡有

关于国利民福者无不尽心力以为之”，但又“无丝毫之暗昧，其公正廉明，洵

属难得”。毛泽东终生反对腐败，严惩腐败，既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真实写

照，也是他对传统道德风尚的发扬和光大。毛泽东在淳朴的乡风民俗中长大，

汲取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念，他伟大的人格离不开家族传统的哺育和熏陶。

毛泽东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优良品质，与家族的规范化教育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

（参见胡长明：《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的“秘密”》，

《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韶山毛氏家训家戒

韶山毛氏自1341年从始祖毛太华公发脉，至今已发展到第23代，毛泽东属

于第20代。一本《韶山毛氏家训家戒》，在这里世代相传。可以说，在一定意

义上，它规范了韶山毛家人的理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等。

“韶山毛氏家训”有十则：

一、培植心田。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愆，到处

有人称羡。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堕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二、品行端正。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侮法有何长？但见

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三、孝养父母。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愠，便见

一家孝顺。乌鸟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若还忤逆背天伦，只恐将来雷震。

四、友爱兄弟。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

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五、和睦相邻。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

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六、教训子孙。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庠，不许

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必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

七、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

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八、婚姻随宜。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务繁华，曾见

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无休。诵读

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十、勤劳本业。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

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 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韶山毛氏家戒》有六戒：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

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

毛泽东的“家训家戒”，虽然充满了封建伦理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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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提议给“延安五老”祝寿，并给其中之一的徐特

立六十大寿写了贺信，称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毛泽

东给人写信、会见宾客，对称呼、对座位都极讲究，虽说是细枝末节，但也证

明少年时代的文化习染对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由于与尊长接触很讲礼仪，他

身边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与他的身份不大适应，毛泽东却戏称自己是“老保守党

人，是老顽固”。

勤俭持家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家规中云：“冠、婚、丧、祭，称家

有无。俭啬太过，鄙吝失之固；骄奢靡丽，侈浪失之浮。惟其不固不浪，乃得

之中，则于礼无悖，于人无议，且足以风世。”毛泽东的父亲持家十分勤俭，

甚至有些近乎悭吝。如他不准家人在岁时令节以外的时间吃肉，只对雇工有时

破例，农忙时节以肉和鸡蛋招待他们。毛泽东继承了家族勤俭持家的传统。他

曾说：“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

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将勤俭持家的思想推广开去，毛泽东又号召“勤俭

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身体力行，终生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

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他一块欧米伽手表，此后直到逝世，毛泽东

都戴着这块手表。其间不知坏过多少次，他都舍不得换新的。

毛氏家族家规认为：“孤儿寡小，最为苦楚，无论亲友同族，务宜一体

体恤，无事则共相顾复，有事则力为扶持。”毛泽东所属的震房还办有养济

所，专门救助那些孤苦无靠的人。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为人善良，常常接济那些

穷苦的乡亲。毛泽东终生最看不得穷人落泪，又时时不忘为“卑贱者”鸣不

平。究其根源，与家族传统也有一定的关联。

毛氏家族崇尚正直无私的道德风尚，在家族事务中力倡清正廉洁，“厚

德流光”，认为侵吞祀产和公项“无异人子食父母之肉”。家规中规定，如

有贪墨行为，“要立行斥革论罚”。家族前辈们的“好义趋公”，对毛氏子弟

有深远的影响。如民国时期曾任云南易门县县长的毛国翘，在任期内，“凡有

关于国利民福者无不尽心力以为之”，但又“无丝毫之暗昧，其公正廉明，洵

属难得”。毛泽东终生反对腐败，严惩腐败，既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真实写

照，也是他对传统道德风尚的发扬和光大。毛泽东在淳朴的乡风民俗中长大，

汲取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念，他伟大的人格离不开家族传统的哺育和熏陶。

毛泽东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优良品质，与家族的规范化教育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

（参见胡长明：《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的“秘密”》，

《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韶山毛氏家训家戒

韶山毛氏自1341年从始祖毛太华公发脉，至今已发展到第23代，毛泽东属

于第20代。一本《韶山毛氏家训家戒》，在这里世代相传。可以说，在一定意

义上，它规范了韶山毛家人的理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等。

“韶山毛氏家训”有十则：

一、培植心田。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愆，到处

有人称羡。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堕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二、品行端正。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侮法有何长？但见

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三、孝养父母。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愠，便见

一家孝顺。乌鸟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若还忤逆背天伦，只恐将来雷震。

四、友爱兄弟。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

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五、和睦相邻。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

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六、教训子孙。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庠，不许

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必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

七、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

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八、婚姻随宜。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务繁华，曾见

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无休。诵读

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十、勤劳本业。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

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 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韶山毛氏家戒》有六戒：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

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

毛泽东的“家训家戒”，虽然充满了封建伦理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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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洁身自好的进步意义。无疑，对青少年毛泽东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作用，直到1959年6月回韶山时，毛泽东还点名要看这本家训家戒，可见影

响之深。

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和家戒，指导了毛泽东早年的道德实践。在

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断地吸纳新知识，把道德实践引向更广泛的领

域，把人格修炼提升到一个个新的高度。如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与会员

就把“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宗旨，并相约遵守“不

懒惰”“不虚伪”“不赌博”“不狎妓”等生活准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道德人格的表率和激励作用，同时向往一种纯洁高

尚的社会生活。他对各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并将它们消除殆尽。这些都与早

年家族的文化习染有一定的联系。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毛泽东

青少年时代所处的家族环境，不可避免地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迹。

（参见《湘潭日报》1990年9月所载）

毛氏家族尚武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的民风以劲直尚气、强悍好胜为主要特征。这种民风的形

成，一方面归因于长途迁徙、开创新基的家族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军打

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

19世纪50年代初，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兴起。韶山毗邻曾国藩的老家湘

乡，得风气之先，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毛氏子弟参加

了从湘军出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战役，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

功名。

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

总、外委10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据查毛氏族

谱，毛氏子弟升提督的有毛恩坎等3人；升副将的有毛际禄、毛祥受等4人；获

参将的有毛贻致等2人；获都司的有毛恩兑等7人；获守备的有毛祖富等5人；

被授千总的有毛祖斐等3人；被授把总的有毛祥汀等6人；被授外委的有毛祖川

等5人。

在毛氏家族的历史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有功名的人物，实属前所未

有。他们的经历和功名，直接感染到同乡子弟，特别是他们卓厉敢为、闯荡天

下的品格，更对人心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此，论政谈兵、从军打

仗，成为毛氏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

中日甲午战争时，毛氏子弟又“乘时而起”。民国初年，毛氏子弟毛国

翘、毛宇居、毛麓钟等还随同乡何海清远涉云南，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

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早年亦曾外出当兵谋生。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韶

山生活期间，那些获得功名的人物如毛有庆、毛祖篪等人尚在世。即使是那

些在他诞生前后已不在人世的人物，亦是相距不远，口碑尚存。毛泽东耳濡目

染，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

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描写

战争的书爱不释手。

50年代中期，同班同学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他还当着老同学的面回忆说：

“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

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

一般来说，从习武论兵成风的家族中长大的人，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

崇拜意识，毛泽东正是其中的典型。在韶山时，他听说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

匠”起义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

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出身，但他绝不同于那些“登山则气迫，涉水则

足痉”的文弱书生。他一生崇尚武勇，崇尚体力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人生之至

乐，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撇开毛泽东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

难以理解这种“不同”。毛氏族人在闯荡天下的过程中，培育了家族的尚武精

神，并代代相传，相磨相荡，积淀为家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毛泽东从家族得来

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张扬的尚武精神，逻辑性地引导他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

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拥有雄兵百万，实

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和从军的经历。这恐怕就是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的道理吧！

（参见胡长明：《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的“秘密”》，

《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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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洁身自好的进步意义。无疑，对青少年毛泽东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作用，直到1959年6月回韶山时，毛泽东还点名要看这本家训家戒，可见影

响之深。

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和家戒，指导了毛泽东早年的道德实践。在

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断地吸纳新知识，把道德实践引向更广泛的领

域，把人格修炼提升到一个个新的高度。如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与会员

就把“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宗旨，并相约遵守“不

懒惰”“不虚伪”“不赌博”“不狎妓”等生活准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道德人格的表率和激励作用，同时向往一种纯洁高

尚的社会生活。他对各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并将它们消除殆尽。这些都与早

年家族的文化习染有一定的联系。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毛泽东

青少年时代所处的家族环境，不可避免地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迹。

（参见《湘潭日报》1990年9月所载）

毛氏家族尚武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的民风以劲直尚气、强悍好胜为主要特征。这种民风的形

成，一方面归因于长途迁徙、开创新基的家族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军打

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

19世纪50年代初，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兴起。韶山毗邻曾国藩的老家湘

乡，得风气之先，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毛氏子弟参加

了从湘军出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战役，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

功名。

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

总、外委10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据查毛氏族

谱，毛氏子弟升提督的有毛恩坎等3人；升副将的有毛际禄、毛祥受等4人；获

参将的有毛贻致等2人；获都司的有毛恩兑等7人；获守备的有毛祖富等5人；

被授千总的有毛祖斐等3人；被授把总的有毛祥汀等6人；被授外委的有毛祖川

等5人。

在毛氏家族的历史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有功名的人物，实属前所未

有。他们的经历和功名，直接感染到同乡子弟，特别是他们卓厉敢为、闯荡天

下的品格，更对人心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此，论政谈兵、从军打

仗，成为毛氏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

中日甲午战争时，毛氏子弟又“乘时而起”。民国初年，毛氏子弟毛国

翘、毛宇居、毛麓钟等还随同乡何海清远涉云南，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

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早年亦曾外出当兵谋生。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韶

山生活期间，那些获得功名的人物如毛有庆、毛祖篪等人尚在世。即使是那

些在他诞生前后已不在人世的人物，亦是相距不远，口碑尚存。毛泽东耳濡目

染，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

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描写

战争的书爱不释手。

50年代中期，同班同学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他还当着老同学的面回忆说：

“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

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

一般来说，从习武论兵成风的家族中长大的人，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

崇拜意识，毛泽东正是其中的典型。在韶山时，他听说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

匠”起义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

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出身，但他绝不同于那些“登山则气迫，涉水则

足痉”的文弱书生。他一生崇尚武勇，崇尚体力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人生之至

乐，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撇开毛泽东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

难以理解这种“不同”。毛氏族人在闯荡天下的过程中，培育了家族的尚武精

神，并代代相传，相磨相荡，积淀为家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毛泽东从家族得来

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张扬的尚武精神，逻辑性地引导他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

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拥有雄兵百万，实

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和从军的经历。这恐怕就是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的道理吧！

（参见胡长明：《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的“秘密”》，

《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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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先贤重教传统

毛泽东在读私塾时所跟随的6位老师中，有4位即毛咏薰、毛宇居、毛简

臣和毛麓钟为本家族的人。1904年秋，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跟随毛咏薰读书，

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06年秋，他在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阅读

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1909年下半年，他在乌龟井私塾从毛

简臣点读《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1910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在东茅塘面

山楼私塾跟从毛麓钟学习《史记》《日知录》等著作，也翻阅了许多时论和新

书，还包括毛兰芳、毛麓钟的诗词作品。正是在这些家族先贤们的引导下，

毛泽东步入国学之林，初步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初步具备了作为

读书人的涵养和习性。时移势易，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毛泽东未

能像他的先辈那样走八股应试的道路，可是，读书求知的精神却已积淀在他

的心窝里。

据毛宇居和其他韶山老人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尽管对经书不喜

欢，但仍能熟读它们。他最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和关涉现实的时论及新

书。少年毛泽东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

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劳

动，晚上还坚持读书到深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毛泽东的心飞驰得很远，

走出家园的梦想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开始强烈要求要走出闭塞的韶山村。

毛氏家族先贤们的求知精神和重教传统，对毛泽东走出韶山起到了重要

作用。1910年，毛泽东听外家表兄文运昌介绍后，想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

续求学。毛泽东向父亲讲了自己的打算，但父亲坚决反对。那时，毛顺生拟

把毛泽东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日后充当他在生意上的帮手。

哪知毛泽东的志向不是经营一个小店，而是要经营天下。毛泽东为说服父亲，

特意把毛麓钟、毛宇居等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说话。毛麓钟、毛宇居等认为毛

泽东善于读书，将来大有可为，还历数读书的种种好处，劝说毛顺生送儿子上

学。毛顺生讲不过大道理，但他很现实地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

怕有界线。”毛麓钟马上答道：“现在中国人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只到

湘乡呢？”在族亲的推动压力面前，毛顺生不得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秋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在表兄文运昌的陪伴下，踏上了外

出求学之路。从家族的文化背景中走出的毛泽东，终生博览群书。毛氏家族先

贤们的熏陶，成为毛泽东经纶天下的重要启蒙条件。

（参见王恕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毛泽东的父母基因

毛泽东和他的母亲有着极特殊的感情，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之后，

因生怕毛泽东也像前面两个早夭的儿子一样养不大，母亲文素勤就抱着满月的

毛泽东回到了娘家。因为外婆家儿女众多，家大福大，可以托其福，使儿子好

养活，平安长大。唯恐第三个儿子再夭折，母亲开始“吃观音斋”，并多方拜

佛烧香，祈求神灵保佑。“完全不识字”的母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信佛

的，“笃信菩萨”。外婆还陪着母亲一起到唐家圫的后山一个叫龙潭圫的地方

叩拜“石观音”，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就取名“石三伢子”。文素勤还让儿子拜

七舅母赵氏为干娘。从此，“石三伢子”这个乳名一直伴随到他18岁到长沙求

学。而毛泽东对这个乳名也念念不忘。

1953年2月，彭德怀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时，毛泽东风

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是两块石头。”彭德

怀谦虚幽默地答道：“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毛泽东

接着诙谐地说：“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

扔向麦克阿瑟。”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宾馆松山餐厅与乡亲们共进晚餐时，兴

奋地说：“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没有来，是不是等一

等？”说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少年毛泽东追随母亲信佛，而且像母亲一样虔诚。周恩来在《学习毛泽

东》一文中，就曾提及少年毛泽东“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的

事情。要知道，那还不是一般的在寺庙里烧香磕头许个愿，而是去南岳“朝拜

香”，是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的。这就像朝圣的教徒一样，五体

投地。没有虔诚的信仰和对母亲深沉的爱，一般人绝对是做不到的。况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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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先贤重教传统

毛泽东在读私塾时所跟随的6位老师中，有4位即毛咏薰、毛宇居、毛简

臣和毛麓钟为本家族的人。1904年秋，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跟随毛咏薰读书，

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06年秋，他在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阅读

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1909年下半年，他在乌龟井私塾从毛

简臣点读《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1910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在东茅塘面

山楼私塾跟从毛麓钟学习《史记》《日知录》等著作，也翻阅了许多时论和新

书，还包括毛兰芳、毛麓钟的诗词作品。正是在这些家族先贤们的引导下，

毛泽东步入国学之林，初步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初步具备了作为

读书人的涵养和习性。时移势易，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毛泽东未

能像他的先辈那样走八股应试的道路，可是，读书求知的精神却已积淀在他

的心窝里。

据毛宇居和其他韶山老人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尽管对经书不喜

欢，但仍能熟读它们。他最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和关涉现实的时论及新

书。少年毛泽东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

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劳

动，晚上还坚持读书到深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毛泽东的心飞驰得很远，

走出家园的梦想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开始强烈要求要走出闭塞的韶山村。

毛氏家族先贤们的求知精神和重教传统，对毛泽东走出韶山起到了重要

作用。1910年，毛泽东听外家表兄文运昌介绍后，想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

续求学。毛泽东向父亲讲了自己的打算，但父亲坚决反对。那时，毛顺生拟

把毛泽东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日后充当他在生意上的帮手。

哪知毛泽东的志向不是经营一个小店，而是要经营天下。毛泽东为说服父亲，

特意把毛麓钟、毛宇居等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说话。毛麓钟、毛宇居等认为毛

泽东善于读书，将来大有可为，还历数读书的种种好处，劝说毛顺生送儿子上

学。毛顺生讲不过大道理，但他很现实地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

怕有界线。”毛麓钟马上答道：“现在中国人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只到

湘乡呢？”在族亲的推动压力面前，毛顺生不得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秋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在表兄文运昌的陪伴下，踏上了外

出求学之路。从家族的文化背景中走出的毛泽东，终生博览群书。毛氏家族先

贤们的熏陶，成为毛泽东经纶天下的重要启蒙条件。

（参见王恕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毛泽东的父母基因

毛泽东和他的母亲有着极特殊的感情，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之后，

因生怕毛泽东也像前面两个早夭的儿子一样养不大，母亲文素勤就抱着满月的

毛泽东回到了娘家。因为外婆家儿女众多，家大福大，可以托其福，使儿子好

养活，平安长大。唯恐第三个儿子再夭折，母亲开始“吃观音斋”，并多方拜

佛烧香，祈求神灵保佑。“完全不识字”的母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信佛

的，“笃信菩萨”。外婆还陪着母亲一起到唐家圫的后山一个叫龙潭圫的地方

叩拜“石观音”，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就取名“石三伢子”。文素勤还让儿子拜

七舅母赵氏为干娘。从此，“石三伢子”这个乳名一直伴随到他18岁到长沙求

学。而毛泽东对这个乳名也念念不忘。

1953年2月，彭德怀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时，毛泽东风

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是两块石头。”彭德

怀谦虚幽默地答道：“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毛泽东

接着诙谐地说：“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

扔向麦克阿瑟。”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宾馆松山餐厅与乡亲们共进晚餐时，兴

奋地说：“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没有来，是不是等一

等？”说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少年毛泽东追随母亲信佛，而且像母亲一样虔诚。周恩来在《学习毛泽

东》一文中，就曾提及少年毛泽东“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的

事情。要知道，那还不是一般的在寺庙里烧香磕头许个愿，而是去南岳“朝拜

香”，是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的。这就像朝圣的教徒一样，五体

投地。没有虔诚的信仰和对母亲深沉的爱，一般人绝对是做不到的。况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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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泽东才15岁。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孝心。

童年时代的毛泽东，受父母影响很大，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萧三做过一

些叙述：

“我小的时候，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希望我能好好劳动，发家致富。后

来，看到我很聪明，又希望我好好念书，将来管家记账，甚至想到打官司的

时候，写状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亏。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

志愿和抱负，也没有想干出多么大的事业来。当时只能听父母的，特别崇敬

母亲。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亲到哪里去，我总是跟随着她。走

亲访友，赶庙会，烧香纸，上供，拜菩萨，我都跟母亲一块去。母亲信神，

我也信神。”

在与萧三的谈话中，毛泽东常常流露出对母亲的思念。他说：“我母亲

有好的方面，这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她勤劳节

俭，做饭、拾柴、割草、缝补、洗衣服，什么活都得做。

“我母亲在乡下，是位有名的善良妇女。她对亲戚、邻居及乡亲们，都

是来往密切，和和睦睦，而且特别关心和体贴穷苦的劳动人民。遇到灾年，对

那些贫困人家给粮、给物、给钱。父亲不同意这么做，她就背着父亲这样做。

因此，她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有名的贤良妇女。我父亲本来也是贫农，家中

原有5亩到7亩田。只因人多田少，收入不能全家糊口，家中欠债很多，没有办

法，他小时只好外出当兵挣钱去。后来回到家乡，他又劳动，又做生意，贩

卖谷米和生猪，克勤克俭，积累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的15亩田都买回来了。这

样，家产就渐渐地发展起来，雇了工。”

毛泽东的一生受母亲的影响很大，谈到家庭他总要谈到母亲。新中国成

立后一次在与外宾的谈话中，他还回忆起母亲的教诲：“我小的时候，我的

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

讲。”可见毛泽东母亲的优良品质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俗话说，父母是最直

接的老师，这话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918年6月，母亲文素勤患病。其实母亲在他15岁时，就生病了，时常

在外婆家养病。如今毛泽东已经是一个25岁的青年人了，作为长子，自从

18岁来到长沙求学后，他就很少有时间在父母身边侍候。为了理想，他又

要远行，去比长沙更加遥远的北京。慈母卧病在床，游子在外漂泊，自古忠

孝不能两全，毛泽东决定回故乡看看母亲。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18年8

月初，毛泽东匆匆探望了病中的母亲，很快就回到长沙做前往北京的准备工

作。临行前，大概在上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给自己的两个亲舅舅文玉瑞和文

玉钦写了一封家书：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

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家母在府上久住，

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

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

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信中毛泽东隐瞒了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在信中只说“此行专以游历为

目的，非有他意也”。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毛泽东在这里善意地撒了个

谎，或许是为了安慰母亲，以免卧床的慈母为儿子的远行操心，好安心养病。

可见，毛泽东对母亲的惦念和牵挂是如此的心细。因为自己出门在外，不能在

母亲身边尽孝，母亲常年住在舅舅家中，靠两个舅舅照料，毛泽东对此感激不

尽。因为“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而为了母亲尽早康复，毛泽东焦急万

分，在家中和舅舅们商议，并提出想接母亲“同下省”——带母亲一起到长沙

诊治的建议。或许因为自己马上要去北京，或许因为母亲的身体条件不许可，

母亲仍然留在舅舅家休养。于是，毛泽东回长沙后，还是在百忙之中，“特请

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但毛泽东对此亦没有十分的把握，在信

的末尾还是写上了自己接母亲到长沙治疗的建议：“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

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润连，就是毛泽东的大弟

弟毛泽民。

毛泽东将这封家书匆匆邮出，连时间都没有落下，可见他当时确实十

分繁忙。15日起程后，在途中因洪水冲断铁路，毛泽东一行在河南郾城停

留一天，于18日到达许昌，19日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

走向全国。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分别在17日和31日为两批赴法学生送行

后，于4月6日回到了长沙。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正在

酝酿中。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同时为解决生活问题，

经同班同学周士钊的推荐，到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每周六节课。这时，母亲

在弟弟泽民和泽覃的护送下来到长沙诊治。

毛泽东一边忙着教书，一边忙着组织搞爱国运动。他跟周士钊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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