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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大地，胜景如林，山河壮丽。
古往今来，不知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激情和豪兴。
    毛泽东出生在风景如画的韶山冲，自幼对青山碧水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对游历有着罕见的兴趣。
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游天下名山大川以开阔胸襟
的壮举。
    毛泽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历程中，从韶山的农家茅舍，到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无论是前
期的军旅生涯，还是后期的政务考察，都有着非常丰富而独特的游历经历。
    青年时代，他“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亮为灯”，徒步环游湖南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游览了
沿途的名胜古迹；成年后，他游览颐和园，散步香山，漫游西湖、东湖，海宁观潮，趵突泉边传笑声
，滴水洞里寻乡土情；他登井冈山，踏庐山，三上北高峰；他寻访孔墓孔庙，参观古刹，拜访方丈；
他畅游湘江，击浪北戴河，多次横渡长江；他天坛留影，徐州怀古，明孝陵前论是非；他祭岳坟，游
袁茔，览十三陵，凭吊中山陵；他参观古天文台，察看都江堰，踏春杜甫草堂⋯⋯他的足迹遍布祖国
的青山碧水，他的游览轶事传遍大江南北。
    在毛泽东的游览视野中，始终把祖国的自然、历史、民情、文化、贤人融为一体。
一草一木地寻看，一山一城地登临，一溪一河地停留，都使他坠入思接千载、精骛八极、浮想联翩的
情境之中。
人间世情不断地撞击着他的心扉，逝去的英雄贤哲一个个向他走来，开始默契的对话。
    游览既“养气”又“益气”，提高了审美主体的性情才气。
毛泽东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号召建设时期的干部“还要当旅
行家”，搞好调查研究。
他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把游览从单纯的游山逛水，提到调查研究洗刷唯心主义的高度上。
    毛泽东总是在游览中经营着他的“诗词余事”，在做“江海客”的同时，产生许多令人赞叹的诗词
作品，记录下祖国山川物象，把游情和诗意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再现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绮丽。
而旅行和创作所表现的山河深情、诗人气质，又从一个侧面展露出他伟人的博大胸襟、崇高感情和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在游历中产生的作品《七律·登庐山》、《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都充分显示
出革命家睥睨往古的气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高昂的革命意志与浩大的山川景
象相互交映，使他的山水诗词“独有豪情，天际悬日月，风雷激四海”。
    毛泽东在游历中对每个名胜古迹都是反复观察。
他对名胜古迹极富感情，有些古迹不止一次去游览，所过之地不是简单地浏览一下，观光而已，而是
联系到古迹的历史渊源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典故，反复加深印象和提炼精华，做到古为今用。
    毛泽东在游历中始终不忘劳动人民的疾苦。
他在游历中除了观赏祖国的青山碧水，体悟中国古老的优秀文化外，时刻不忘劳动人民的疾苦。
对于关系人民利益的荒山的绿化、水利的建设、农田的耕种、人民生活的改善、文物古迹的修缮保护
和开发利用等，无不细心观察，提出建议，造福于民。
他在游历中，无论多么累，从来不骑马，不坐滑竿。
他认为坐滑竿就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自己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
不过去的。
所以，总是一根竹拐棍伴随他整个游程。
    为了再现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对毛泽东的游历轶事进行分析整理，编著成册
，并注意将故事性、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读者饭后茶余阅读，不仅能陶冶性情，增长
才干，而且能强烈感受到山河壮丽、豪情犹在，有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振奋起爱我中华的情怀。
在诸多同志的支持下，该书正式出版，将和读者见面！
    应该说明的是：河北省南宫市委组织部的石景同志，为本书的成稿做了大量工作，并参与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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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
由于种种原因，封面上没有著出石景同志的名字，在此表示歉意，并对石景同志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
谢。
同时，感谢毛泽东的摄影师吕厚民先生为全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图片，感谢为本书提供风景图片的庐
山、莫干山、雁门关等景区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作者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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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跟毛泽东行读天下》由李魁彩所著，毛泽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历程中，从韶山的农家茅舍，
到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无论是前期的军旅生涯，还是后期的政务考察，都有着非常丰富而十分独
特的旅游经历。

在毛泽东的浏览视野中，他始终把祖国的自然风貌、文化古迹、风土民情融为一体，在浏览中充满诗
情、史思，以及对祖国的深情和对民生的关注。

《跟毛泽东行读天下》以珍贵的照片、妙趣横生的小故事、充满感情的笔法，完整展现了毛泽东行走
天下荡气回肠的历程，带读者重游祖国大好河山。
感受伟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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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魁彩，1968年入伍，在第二炮兵某部任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有九部作品出版
，其中，一部获国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三部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一部获二等奖
，两部获三等奖。
曾编著过反映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大型纪实作品《谁主沉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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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京赶考驻西山，香山脚下有双清
 ——双清别墅中，毛泽东掌控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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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龙脉大动土，为民挖出龙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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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台山上，毛泽东神游天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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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门关下，毛泽东吊古凭今
西子湖畔好事多，断桥烟花人缠绵
 ——西湖柳下，毛泽东笑谈古今往事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
 ——刘庄：毛泽东心中的第三个家
旭日东升照玉峰，神峰相对一南北
 ——西湖边上，毛泽东比较南北峰
神仙避暑一胜地，寰球何处两清凉
 一莫干山中，毛泽东论关公、赞绿化
夕照山间有蛇灵，南屏山上雷峰塔
 ——夕照山下，毛泽东话说白蛇
万山之祖玉皇山，玉皇顶上佛坐禅
 ——神山寺中，毛泽东抽签论神仙
苏白堤上岳飞墓，精忠报国满江红
 ——岳飞墓前，毛泽东敬献花圈
绍兴水载乌篷船，粉色莲花染东湖
 ——东湖岸边，毛泽东笑谈红楼
千古一线钱塘江，天上人间望海潮
 ——钱塘江畔，毛泽东笑指海潮
济南有泉七十二，英雄名土一百八
 ——毛泽东游历济南，了却少年夙愿
夫子看似能齐家，尚未治国平天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毛泽东行读天下>>

 ——孔庙孔林中，毛泽东说孔子
云龙山上白云飞，九里山中隐士魂
 ——彭州城外，毛泽东登山谈点兵
革命尚未真成功，同志仍需再努力
 ——毛泽东拜谒南京中山陵
洪武大帝英姿在，留名青史逊太宗
 ——明孝陵上，毛泽东评说朱元璋
虎踞龙盘金陵水，紫金山上天文台
 ——天文台上，毛泽东观太阳黑子
龟蛇两山相对出，武汉东湖藏蛟龙
 ——毛泽东慧眼识东湖
神泼墨绘岳麓山，缕缕书香万年长
 ——毛泽东三十年后重上岳麓山
少年同学主沉浮，橘子洲头万户侯
 ——湘江水畔，毛泽东几度畅游
煎炸烹煮是人间，酸甜苦辣火宫殿
 ——毛泽东闲游火宫殿，趣品小吃
古乐萦绕韶山冲，卧虎坪上滴水洞
 ——毛泽东情系韶山，数度回故乡
香炉日照依旧在，但愿识得真面目
 ——庐山雾霾中，毛泽东掌控中国风云
善男拜水都江堰，信女问道青城山
 ——都江堰上，毛泽东畅谈控沙治水
皇叔托孤有真意，巴蜀古都白帝城
 ——毛泽东游三峡，幢憬建大坝
作诗写史杜公甫，清贫寒士一草堂
 ——杜甫草堂，毛泽东评谈杜甫
苍龙游戏邕江水，南国天堂小南京
 ——邕江水岸，毛泽东思今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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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3月25日凌晨，毛泽东怀着兴奋的心情，乘火车来到了北京。
列车到达清华园站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晨曦朦胧中改乘吉普车，驶往颐和园。
    毛泽东极为关注颐和园的安危。
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受命分两路挥师入关，会同华北军区的主力，出其不意地对
张家口、北平、天津形成了包围态势。
其中的一支快速部队，在北平西部重镇南口稍加休整后，立即向颐和园逼近。
这支快速部队的特殊使命，就是要在解放军对北平发起总攻击之前，把东方文化明珠颐和园完全控制
在自己手里，不使其遭到丝毫损伤。
    当时，驻守在颐和园的国民党军，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
他们占据着万寿山制高点，架起了大炮，挖好了战壕。
知春亭、佛香阁、丁香院，就连昆明湖畔的石舫，都变成了军营，眼看颐和园就要变成战场。
就在双方准备激战之时，传来毛泽东的命令：“要留下这一片安全的绿洲。
”中央军委的电报具体指示解放军，不能在故宫、颐和园的宫殿前拴战马，也不能让枪弹擦破墙皮。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平津前线司令部紧急命令这支先遣部队停止攻击颐和园，改攻颐和园西北的红
山口。
攻下红山口后，颐和园的敌人迅速逃跑了，解放军完好地保护了这座皇家园林。
颐和园成了人民解放军华北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
如今，又成了中共中央进军北平的第一站，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北平后的第一个歇脚点。
    当毛泽东一行抵达颐和园时，这里已经不见人影。
原来，因为北平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狂，不能不严加防范，所以
，游人全被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派人清理出去了。
    当然，李克农等人从安全角度考虑，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这一措施却犯了毛泽东的“忌”。
按往常的习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要找一些群众拉拉家常，很多的社会
情况就在这“家长里短”中弄清楚了。
这回可好啦，进了北平后，连群众的人影都不见了。
人全赶走后，要水没水，要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
毛泽东不禁发了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
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把人清理出去是为了安全。
    毛泽东大声说：“你蠢么！
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    这时，在一旁的朱德以和缓的口气开导社会部的工作人员：“我说同志啊，安全警卫很重要，但
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群众啊，把一切人都看成有问题，那不是成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了吗？
”    最后，还是随行人员灵机一动，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解决了中央领导
人到北平后的第一顿饭。
    毛泽东打电话要颐和园负责人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详细询问颐和园的情况。
    万寿山东部山顶的景福阁，乾隆时为菊花形的昙花阁，慈禧重修时，改建为景福阁。
景福阁南向，前后各五间，有曲廊相通，四周曲廊满缀宫灯，远看如列星。
凭栏四望，全山景色映入眼底。
慈禧喜欢这个地方，每年七月初七在此祭牛郎织女，八月中秋在此赏月，九月重阳节在此登高，吃福
、禄、寿、喜。
盛夏伏暑季节，慈禧常在这里和后妃、宫女们押宝、推牌九，名叫“过阴天儿”。
“过阴天儿”用膳时，由膳食房到景福阁，沿途排列许多太监，接连传递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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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参加传膳的太监只能穿袍褂，不准用雨具，遇到狂风暴雨，就被雨打得如落汤鸡。
1948年，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时，曾在景福阁里举行和平解放北平城的谈判。
    在景福阁的东北方有一所坐北向南的小住宅，这便是益寿堂。
街门为垂花门，门内有益寿堂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
四周围以砖墙，满墙雕刻花纹和博古文玩图案。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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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毛泽东行读天下》由李魁彩所著，为了再现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对毛泽东
的游历轶事进行分析整理，编著成册，并注意将故事性、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读者饭
后茶余阅读，不仅能陶冶性情，增长才干，而且能强烈感受到山河壮丽、豪情犹在，有一股催人奋进
的力量，振奋起爱我中华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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