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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贺捷生 刘秉荣同志创作的《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出版之际，他请我作序，我说 这么重大的题材
，我作序不合适吧？
他说：“大姐，由你作序最合适，你父 亲贺龙元帅是八一南昌暴动的总指挥，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
产党武装革命 的第一枪，而你出生十九天就参加了长征，是红军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从红 军初创至
今八十年后的今天，由你这最小的红军作序更有特殊的意义。
” 是啊，从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至今已八十年了，我虽然经历了长征，但 仅一岁，虽有亲身经历但没
有记忆。
关于红军的十年苦斗，多是从父母以及 各方面了解到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8月1曰，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 革命第一枪，自此，十年土地
革命历史的一页掀开了。
继南昌暴动后，在湖 北、湖南、广东等省，也都纷纷举行暴动，尔后逐渐形成了三大苏区。
 正当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顺利发展之际，从1930年起，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错误支配了全党，继而
王明的“左”倾中央掌权，他们不顾红军的实 力，命令各地冒险举行暴动；排斥打击不同意见者；错
误地肃杀了一大批优 秀干部，等等。
虽然如此，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段德昌、周逸 群、徐向前、曾中生等中共领袖的领导下
，仍使红军和苏区不断发展壮大。
 在江西中央苏区，从1930年冬至1933年春，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创建了红一方面军，并形
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湘鄂西，贺 龙、周逸群、段德昌经过几起几落，创建了红2军
团；在鄂豫皖，徐向前等 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连续“围剿”，并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但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中央终于把中共和红军推上了绝路，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
”和湘鄂西、鄂豫皖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 败了，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盲目指挥下，红军 又迭遭失败。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等投了关键一票，使毛泽东掌握 了军队指挥权，此后，中央红军四渡赤
水，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与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终于到达了陕北。
第二年贺龙、任弼时等也率红 2、6军团从滇东出发，一路破关斩将，在滇西石鼓抢渡了金沙江，而后
翻越 大雪山抵甘孜。
在甘孜，贺龙、任弼时等也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并按中央 指令成立了红二方面军。
最后，迫张率红军北上。
经过草地和甘南、陕南的 战斗，三大主力终于在1936年秋会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翌 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东进抗日。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作者写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 邓小平、彭德怀、滕代远、
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张 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袖的曲折经
历，写了中国工农红军 十年艰苦斗争的历程。
写了南昌暴动、湘南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平 江起义、洪湖暴动、黄麻暴动、苏区肃反、反五
次“围剿”、万里长征等等 大大小小的事件：写了蒋介石、陈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
、 龙云、刘湘、刘文辉、阎锡山、张学良、杨虎成等国民党军政首脑、将领及 对红军“围剿”的经
过，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生动。
 中国工农红军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红军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大集合体，中国工
农红军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奇迹，是他们 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放在了首位，正是这种崇高的思
想信念的力量，这种敢 为人先的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跨越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走过86年历程的今天，尤其更要发扬这种革命的精神，而这 种崇高的精神，正是我们现
代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共产党员身上所缺少的。
 我与秉荣同志相识于1980年，1980年6月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立之 际，秉荣同志到了编写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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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从北京军区宣传部借调来的。
他对工作 认真、负责，对同志真诚坦荡。
1983年。
他创作了长篇评书《菜刀记》，这 是写我父亲的内容，各地电台播放后反响很大。
后来他还连续出版了《反南 昌》、《红海忠魂》、《神龙元帅》、《贺龙元帅》、《福将贺龙》、《
贺 龙传奇》、《贺龙姐弟》、《贺龙大传》、《贺龙全传》、《中共领袖蒙难 记》、《洪湖曲》、
《喋血洪湖》、《洪湖血浪》、“红一、红二、红四方 面军纪实”等一批反映中共领袖和红军题材的
著作，还写了反映民国内容的 《辛亥革命秘史》、《北伐秘史》、《国民政府秘史》等著作。
这些创作为 他写的这部《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作了准备工作。
 对于他写这部书，我是赞成和支持的。
我负责军科大百科部工作时，给 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有关红军的历史和事件
。
他把 写好的章节送给我看，他说他写此书的指导原则是：秉笔直书，注重史实， 不搞“戏说”，让
读者自己从中领悟中国革命之艰辛；尽最大可能做到于史 有据，文字上尽量通俗易懂：他认为，虽成
书于今日，不仅为当今读者负责 ，更要为以后的读者负责，要为人们留下一部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
又具有 真实性的中国工农红军全传。
 我认为秉荣同志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创作的，他潜心研究红军史已二十 七年，创作的态度是严肃认
真的，我相信这部作品一定会得到读者的喜爱， 也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
。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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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作者写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邓小平、彭德怀、滕代远、刘
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袖的曲折经历
，写了中国工农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程。
写了南昌暴动、湘南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平江起义、洪湖暴动、黄麻暴动、苏区肃反、反五
次“围剿”、万里长征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件：写了蒋介石、陈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
、龙云、刘湘、刘文辉、阎锡山、张学良、杨虎成等国民党军政首脑、将领及对红军“围剿”的经过
，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生动。
　　中国工农红军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红军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集合体，中国
工农红军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奇迹，是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放在了首位，正是这种崇高的
思想信念的力量，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跨越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走过86年历程的今天，尤其更要发扬这种革命的精神，而这种崇高的精神，正是我们现
代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共产党员身上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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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秉荣，天津市宝坻县人。
1945年生，1965年入伍。
曾在部队中任记者、文艺期刊编辑、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
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法制日报》特约记者，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武
警部队文艺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大校警衔，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先后出版《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大传》《红海忠魂》《
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中共领袖蒙难记》《洪湖血浪》《喋血洪湖》《神龙元帅》《贺龙姐弟
》《贺龙传奇》《彭德怀传奇》《沧海横流》《国民政府秘史》《辛亥革命秘史》《北伐青史》《杨
三姐告状》《清末绿林纪实》《军阀与迷信》《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蛇头弄险》《贩毒枭雄》
《硝烟谍影》《刘家友传》《第九次较量》《善书》《新编拍案惊奇》《屹立》《英雄赞歌》《朱声
达将军传》《贺龙全传》等46部著作，并在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散文数百篇，总字数
逾2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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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卷　第一三三章　罢官段德昌　第一三四章　红二军团败走杨林市　第一三五章　夏曦抵洪湖
苏区　第一三六章 红三军转战鄂西北　第一三七章 段德昌洪湖重显威　第一三八章 夏曦吹捧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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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九章 周逸群血洒洞庭　第一四○章 红九师奉命北上　第一四一章 邓中夏之死　第一四二章 夏
曦推卸责任　第一四三章 关向应奉命赴洪湖　第一四四章 贺龙洪湖“呼风唤雨”　第一四五章 “叫
花子”和“龙王爷”比宝　第一四六章 湘鄂西苏区　第一次肃反　第一四七章 洪湖苏区的失陷　第
一四八章 洪湖女杰——钱瑛　第一四九章 夏曦败走大洪山　第一五○章 “夏曦当年若身死”　第一
五一章 红三军困守大洪山　第一五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第十三卷　第一五三章 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前
后　第一五四章 受到批判的山东省委　第一五五章 苏沪地区的暴动（二）第十四卷　第一五六章 红
军的进攻之役　第一五七章 红军　第四次反“围剿”之战　第一五八章 东方军入闽作战　第一五九
章 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　第一六○章 “左”倾中央改组湘赣省委　第一六一章 反“罗明路线
”　第一六二章 “谢古邓毛剩小平”　第一六三章 一波三折的大规模查田运动　第一六四章 任弼时
到了湘赣省　第一六五章 蒋介石亲征　第一六六章 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的　第一回合　第一六
七章 “福建事变”　第一六八章 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的　第二回合　第一六九章 “闽府”解体
　第一七○章 湘赣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　第一七一章 　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第一七二章 苏维埃　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第一七三章 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　第
一七四章 “崽卖爷田不心痛”　第一七五章 “博洛矛盾”　第一七六章 “风景这边独好”　第一七
七章 “血染东南半壁红”　第一七八章 红六军团西征第十五卷　第一七九章 巾帼英雄——贺英与谷
大姐　第一八○章 夏曦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第一八一章 贺英血洒青山　第一八二章 
红三军游荡湘鄂边　第一八三章 熊贡卿欲招安贺龙　第一八四章 十字路会议　第一八五章 红三军抵
黔东　第一八六章 “双龙”会师南腰界第十六卷　第一八七章 战斗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　第
一八八章 宛西的农民暴动　第一八九章 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　第一九○章 天府之国的红色火种　第
一九一章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南巴　第一九二章 任伟章率部起义　第一九三章 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的
建立　第一九四章 红军反三路围攻之役　第一九五章 众英雄身陷囹国　第一九六章 中共川陕省　第
二次党代会的召开　第一九七章 木门会议　第一九八章 张国焘再搞“莫须有”　第一九九章 川陕省
苏　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第二○○章 红军的三次进攻之战　第二○一章 红军的反六路围攻　第
二○二章 毛裕镇与清江渡会议　第二○三章 广昭之役第十七卷　第二○四章 博古、李德终败北　第
二○五章 陈济棠与红军的密谈　第二○六章 万里长征始于都　第二○七章 蒋介石急飞南昌　第二○
八章 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防线　第二○九章 毛泽东否定李德北上入湘西的路线　第二一○章 突破乌
江　第二一一章 “群龙得首自腾翔”　第二一二章 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入川　第二一三章 红四方面军
西渡嘉陵江　第二一四章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第二一五章 蒋介石贵阳惊魂　第二一六章 红军巧渡金
沙江　第二一七章 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　第二一八章 会理会议的风波　第二一九章 蒋氏给刘文辉的
“报丧帖子”　第二二○章 刘伯承彝海结盟　第二二一章 红军不是“石达开　第二”　第二二二章 
红军翻越大雪山　第二二三章 万分激动的时刻　第二二四章 张国焘用枪杆子压中央　第二二五章 红
军过草地　第二二六章 板荡识忠臣　第二二七章 俄界紧急会议　第二二八章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　
第二二九章 一张报纸“定乾坤”第十八卷　第二三○章 红二十五军转战抵陕北　第二三一章 陕甘根
据地的发展经过　第二三二章 崂山伏击战第十九卷　第二三三章 张国焘另立中央　第二三四章 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　第二三五章 蒋介石会阎锡山　第二三六章 直罗镇之战　第二三七章 刘志丹险被肃杀
　第二三八章 蒋、汪、胡再次斗法　第二三九章 瓦窑堡会议　第二四○章 中共对东北军的统战　第
二四一章 冀晋绥的革命武装斗争　第二四二章 阎锡山的“河防”　第二四三章 红军渡河东征　第二
四四章 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战役　第二四五章 张浩电示张国焘第二十卷　第二四六章 “万坪大捷奠大
业”　第二四七章 湘西攻势　第二四八章 黔东特区保卫战　第二四九章 湘鄂川黔边苏区的政权建设
　第二五○章 批判夏曦与刘士杰叛变　第二五一章 与以往不同的中共中央电令　第二五二章 鸡公垭
红军陷重围　第二五三章 连战连捷　第二五四章 东进湘中　第二五五章 明、密码电报　第二五六章 
贺龙与家乡的诀别　第二五七章 红二、六军团长征　第一关　第二五八章 湘中之战　第二五九章 红
二、六军团急赴黔东　第二六○章 红十八师血战突围　第二六一章 红二、六军团进占黔、大、毕　
第二六二章 夏曦之死　第二六三章 乌蒙山中回旋战　第二六四章 红二、六军团急进滇中　第二六五
章 顾祝同飞抵昆明”　第二六六章 狭路相逢勇者胜　第二六七章 张冲大义让路　第二六八章 贺龙占
富民、克楚雄　第二六九章 贺龙三袭镇南、祥云　第二七○章 红六军团势如破竹　第二七一章 蒋介
石急飞昆明　第二七二章 “贺龙敲石鼓”　第二七三章 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北上　第二七四章 格达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全八册）>>

活佛　第二七五章 张国焘被迫取消“　第二中央”　第二七六章 热情的先头迎接部队　第二七七章 
翻越大雪山　第二七八章 贺龙与归化寺的八大老僧　第二七九章 失望的得荣城　第二八○章 红二军
团进巴安　第二八一章 红六军团抵甲洼　第二八二章 甘孜风云　第二八三章 同床异梦　第二八四章 
红二方面军成立之际　第二八五章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第二十一卷　第二八六章 联合抗日前奏曲　
第二八七章 中共与杨虎城　第二八八章 中共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第二八九章 红军西征
甘肃　第二九○章 斯诺到红军中采访　第二九一章 “两广事变”　第二九二章 红四方面军鏖战岷、
洮、西　第二九三章 中共中央不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　第二九四章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第二九五章 宁夏战役　第二九六章 西渡黄河——悲剧的开始　第二九七章 山城堡之战　第二九八章 
“半壁河山沉血海”　第二九九章 胶东的农民暴动第二十二卷　第三○○章 河西“二马”　第三○
一章 “红军的谈判是真诚的！
”　第三○二章 “再扔一袋‘山药蛋’！
”　第三○三章 徐、陈决心西进　第三○四章 古浪三战，九军折半　第三○五章 西路军假道凉州　
第三○六章 陈昌浩与徐向前的争吵　第三○七章 西四十里铺和永昌的血战　第三○八章 前进剧团的
悲剧　第三○九章 激战山丹　第三一○章 “西安事变”　第三一一章 中央电令使西路军徘徊不定　
第三一二章 “英雄战死错路上”　第三一三章 中央要西硌军东返　第三一四章 “紧箍咒”　第三一
五章 援西军进驻镇原　第三一六章 倪家营子九昼夜的血战　第三一七章 兵败祁连山　第三一八章 马
德涵飞抵凉州　第三一九章 石窝分兵　第三二○章 他们九死一生（一）　第三二一章 盛世才与西路
军　第三二二章 他们九死一生（二）　第三三五章 陕南人民抗日　第一军的建立　第三三六章 国共
两党二次合作的开始　第三三七章 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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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楔子 话说神州大陆，自秦汉以后，便专制日甚，其间皇帝虽几经易姓，究不 脱帝制之范围，百
姓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盼来辛亥武昌首义，推翻了帝制， 出来了一个中华民国。
民国，顾名思义，民之国也。
全国的人心，以为推翻 清室，将永除专制之苦，得享共和之福，然不料狐埋狐捐，以北洋渠魁袁世 
凯为首的军阀，醉心帝制，把刚刚解脱专制的中华民族又推向了军阀割据的 局面。
这些军阀深染专制之毒，枭雄自肆，祸心包藏，争权夺利，阴谋迭出 ，他们操纵着中国的政治舞台，
为一己之欲，不顾流尽天下人之血，不顾生 灵惨遭涂炭之苦，而使战云翻腾，战祸延绵。
袁氏卒后，黎（元洪）、冯（国 璋）相继，迭被是祸，依次下野，东海（徐世昌）承之，南北纷争，
迄无宁岁 ，苍狗白云，演出许许多多怪状。
 一代伟人孙中山看到了袁世凯等军阀如此专横跋扈，心中恼怒，在共产 国际和中共的影响之下，改
组了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使国共两党从此携手。
然上天不祜，伟人不幸大行西去。
1926年 ，国共两党于广东誓师北伐，一举打过长江，底定湘鄂之后，又分道扬镳。
 那些大大小小的新老军阀，为争夺权势，依然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互争雄 长，拥兵自重，尔虞我
诈，盗用民意，鼠首两端，伪装革命，亦敌亦友，使 得国纪荡然，民生凋敝。
 也是上苍有眼，生出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掀开了 新的一页。
 1917年，这一代英豪中的周恩来在东渡日本之际，曾于轮船之上，写下 了抒发救国之志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中的“面壁十年”，记述的是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于北魏孝文帝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在
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后，其身影突破于壁，虽为 传说足见其志。
 从1927年至1937年，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也苦战十年，其 艰难之状，非菩提达摩面壁可
比。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以为多买些大炮、军舰便可强国，正所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朝中一片昏聩的情况下，当时的清廷驻英国公使 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船坚炮利（兵事）是最
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 立国之本！
”此话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
当时新老军阀的兵力、武器胜过 共产党人百倍，然胜利仍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获，真可谓得民心者得天
下，失 民心者失天下。
 到了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之际，国民党内的一群首脑人物忽 然茅塞顿开，认为共产党之所
以能“满地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 红”的党旗不吉利，共产党的“满地红”包围了国民党
的“青天白日”，特 务头子毛人凤特别赞赏此论，他逃到昆明后，还专门设计了一面党旗，让“ 青
天白日”包围了“满地红”。
然大势去矣，一个腐败的、将真理扼杀的、 对不同观点压制的反动统治，尽管它表现的极其凶残，但
最终结果仍是灭亡 。
果真是： 孙文革命未成功， 一代英豪应运生， 十年沙场染碧血， 难酬蹈海亦英雄！
 第一章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诞生于韶山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诞生了，乳名
石三伢子 。
 韶山系南岳衡山山脉中著名的山峰之一，其绵亘二十余里，位于湘中的 湘潭、湘乡、宁乡县的交界
处，葱松翠竹，布满山间。
相传远古时代的舜帝 南巡行抵韶山时，见这里山清水秀，甚是喜爱，遂登山游览，并于山上奏高 雅
的韶乐，于是，人们便把这里唤做韶山，舜奏乐歌舞之处的山唤做韶峰， 奏乐之地唤做韶山冲，溪水
唤做韶水。
 毛泽东的父亲名毛贻昌，字顺生，母亲毛文氏。
此前，他们生过两个男 孩，均不幸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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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顺生是个贫苦的农民，后出外当兵攒了些银钱，回到家 中，买了几亩地，日子才算好过些。
 毛泽东因生在农民之家，六岁时即下地劳动。
 毛氏祖先原居江西吉水八都，明朝时迁到湘潭的七都七甲，即韶山，以 后就于此定居了。
韶山毛氏有十条家训、六条家戒，规范着毛氏家人的理想 、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等。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为人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常常周济穷人。
她 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毛泽东出生后，母亲又生下毛泽民、毛泽覃。
毛泽东八岁时，毛顺生送 他到韶山南麓私塾里读书，启蒙教师邹春培。
毛泽东在私塾起名毛泽东，又 起了个表字咏芝（后改为润之），读的无非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家”之 类的启蒙读物。
他天资聪敏，过目不忘。
毛泽东不喜欢教师讲的四书五经， 常借一些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来读。
教师发现他常 读“杂书”，就要考他的功课，结果，叫他背，他背得；叫他认生字，他认 得；叫他
读书，他读得，没讲过的东西他也会。
教师惊讶不已，百思莫解， 只得说：“毛咏芝不是今世读的书，他是前世读的书。
” 两年后，毛泽东又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咏生。
接着，他又到 了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为周少希。
十三岁那年秋天，毛泽东到了 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毛宇居。
 毛泽东自八岁入学后，每天都要劳动，早晨上学之前去放牛。
晚上他总 是把牛栏和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因此他喂的牛和猪，就是在传染病最厉害 的时候，也没
有害过病。
每年冬天，他特别注意照料耕牛，饮水、喂草的事 都是他自己干。
他说：“冬天把牛喂好，春天就不会耽误人工了。
” 毛泽东十三岁时停学了，在家里帮父亲劳作。
他年龄虽小，可干的都是 大人的活儿。
和毛泽东一起劳动过的毛林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时候的 毛泽东同志，从早到晚辛勤耕作，是个
出名的劳动能手。
犁田、插秧、舂米 什么活他都很会做。
别人的田，只锄两遍草，而毛泽东同志却至少要锄三遍 。
有时就不论遍数，看见有草就去锄。
因此，他种的田禾，比一般人的都要 好。
他修整的菜地里，从来见不到一棵小草。
他种的菜全家都吃不完。
” 毛泽东白天劳动，晚问仍挑灯读书。
这期间，他从表兄文运昌处借到一 本《盛世危言》，系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
该书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 文明，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
这本书对毛泽东影响 很大，开阔了视野，激发了他复学的念头。
 1909年秋天，毛泽东十六岁时，到了韶山乌龟井私塾就读，塾师系以讼 笔著称于韶山一带的毛岱松。
这当儿，一位叫李漱涛的新派教师来到了韶山 冲李家屋场，他给人们讲爱国维新故事，他的观点受到
守旧者的反对，而毛 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
从1902年到1909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 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
茅塘六处私塾读书。
后来到 了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把这六年私塾生 活概括为“六年孔
夫子”。
 1910年，毛泽东十七岁时，长沙因灾闹粮荒，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
灾 民们组织起来去攻打衙门，砍断了衙门里的旗杆，赶走了巡抚。
清政府勾结 帝国主义大肆镇压，杀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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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毛泽东震动非常大。
他后来说： “我虽然不认识这些人，但他们和我的亲人一样，由于他们没有饭吃，被反 动派杀害了
，所以（我）内心感到非常难受，非常不平，这是影响我一生的重 大事件，于是（我）下决心要参加
革命，改变这个世界。
” 有一次，一些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地主，地主和官府勾结起来把他们镇压 下去了。
农民们的首领是一个姓庞的铁匠，他又组织一些人到山上搞暴动， 进行反抗，但被反动派抓住杀害了
。
当时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议论的时候， 就肯定“庞铁匠是一个英雄”。
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中，还热烈赞扬了农民的斗争，他说：“在中国封建
社会里，只有这种 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 1910年的春天，毛译东考入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抄了一 首诗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
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首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由于这所学校不少教员见过世面，思想新，因而毛泽东在这里长进很大 。
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写道：“这个 学校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
由教员出题目，由学生各自作一篇文章，作完后 整天休息。
毛泽东同志每次都认真作文，成绩很好，他写的《言志》、《救 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全校有
名。
” 这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把康梁变法的书报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 些书报反复阅读，对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看得非常用心，并写有批语 ：“立宪之
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专制之国家， 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
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 ，后者如中国数千万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 这时的毛泽东不反对君主制度只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
 1911年，毛泽东十八岁时，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在这里，他从《 民立报》上知道了同盟会、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
他心情激动地写 下了拥护孙中山主张的政治见解。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谈到此说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 梁启超的钦佩。
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 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
长！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 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
。
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 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
” 这时的毛泽东主张学生不仅要读“有字书”，而且要读“无字书”，他 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
用”，求学必须“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读书时，特别注重独立思考。
不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必须通过自己的 思考，对的接受，不对的就扬弃。
毛泽东在读《韩昌黎全集》时，凡是他认 为文章好、道理对的地方，就加圈加点；认为文章不好、道
理不对的地方， 就打杠打叉，写上“不通”、“荒谬”、“陋儒之说也”等批语。
更不寻常 的是，他在《伦理学原理》这本十万字的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 而且全书逐字
、逐句都用墨笔加了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等符号 。
在批语中，对这本书的唯心主义部分，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也有很多地方 ，则是结合当时的学术思潮，对照书上的内容，加以综合、比较，然后提出 自己的见
解。
 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当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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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长沙的革命党人起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
 关于毛泽东从八岁启蒙到湘乡读书这段史情，他自己回忆说：“我八岁 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
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
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白 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
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
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
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 里。
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 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 情形有点改善。
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
 我的抗诞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 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 ；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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