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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榜样的力量的无穷的，伟人的事迹更可以激励孩子的积极成长。
他们或拥有崇高的理想，或拥有坚强的意志，或拥有勤奋的努力。
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学习的他们的人生经验，远胜利于一切教育。
“伟人的青少年时代”系列丛书正是基于目的而编辑成册的。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介绍的是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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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乳名的由来毛泽东出生的时候，既没有霞光万道，也没有祥云笼罩，出生时很平静。
高兴的是他的家人，至于他自己，那几声啼哭倒是格外洪亮。
韶山后来也因他的诞生而闻名于世，正应了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毛泽东出生的准确时间是：1893年12月26日，也就是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出生后的七个月，即1894年7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随后清王朝像个多病的老人，一天不如一天。
也就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在夏威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开始造大清朝的反。
可以说，毛泽东是生逢乱世。
外面的世界已经乱起来了，可韶山冲由于偏远闭塞。
倒还宁静。
韶山冲住户不多，多数姓毛。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为人精明，但性情暴躁，十七岁时因家穷出外当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攒
了一些银钱。
还乡后，毛顺生赎回了家里典出去的祖业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所产粮食已有剩余
。
此后，毛顺生又做一些贩卖粮食、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近三千银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以算得
上是个小财东了。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而得名。
她信佛，勤劳而又善良。
文七妹的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同韶山冲只一山之隔，约十里多路。
文七妹十八岁嫁给毛顺生，她比丈夫大三岁。
婚后，她曾经生过两个男孩，可惜都在幼年夭折了。
毛泽东是文七妹生的第三个男孩。
他出生后，文七妹还有点不放心，生怕毛泽东“根基不稳”，到了孩子满月之后，她就把孩子抱回了
娘家。
毛泽东的外婆当然把这个外孙当成了宝贝，请算命先生看了八字，说应该拜个长寿干娘，才能易养成
人。
谁最长寿呢？
外婆想到了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大石头，千年万年，应是最长寿的了。
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外婆和文七妹就抱着刚满月的毛泽东到大石头前拜认了“干娘”，为他取个
乳名叫石三。
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
虽然拜认了“干娘”，外婆还是不放心，她总说韶山冲上屋场的风水不好，硬是不肯放毛泽东回韶山
去。
就这样，石三伢子寄居在唐家坨的外婆家，在大人们的呵护下，没灾没病，长到四岁。
吓不倒的小伢子毛泽东虽然才四岁，可他的聪明与胆量已经让大人们感到惊讶了。
在过年的时候，毛泽东穿着外婆给他换的一身新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和小
朋友玩耍。
唐家坨有一位特别喜欢逗小孩子们玩的老爷爷，他故意摆出严肃的面孔，翘起白胡子，吓唬着小孩子
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玩耍？
不准在这里玩，否则我会割掉你们的耳朵。
”孩子们一听，吓得撒腿就跑，只有毛泽东仍然站在那里不动。
白胡子老爷爷很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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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不怕我割掉你的耳朵吗？
”“老爷爷，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
”毛泽东一点也不害怕，还反问了他一句。
老爷爷依旧板着脸，瓮声瓮气地说：“我喜欢呀！
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做人要讲道理。
”毛泽东学着大人的口吻说，“老爷爷。
你讲不讲道理？
如果你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没有道理呢，我就要扯掉你的白胡子。
”说着，就笑眯眯地望着老爷爷，并且主动解开红风帽的扣子，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爷爷大吃一惊：这个只有四岁的细伢子，竞有这样的智慧和胆量，确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
他高兴地把毛泽东举过头顶，笑呵呵地说：“聪明的小伢子，爷爷不割你耳朵了。
爷爷想找下酒菜。
就去割那大笨猪的耳朵！
”小旁听生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读过几年私塾，在种田之余，在家里开设蒙馆，教文家子侄们读书。
四岁的毛泽东也就成了“旁听生”。
这个小旁听生很老实地听讲，不像别的大孩子那么淘气。
一次文玉钦让孩子们背《百家姓》，这些孩子们贪玩，读书不认真，有的背不出来，有的背不完整。
小旁听生忽然嚷着也要背书。
文玉钦说：“别闹，石三伢子。
你还没开始读书，哪晓得背书呀！
”小旁听生说：“我就晓得，你们读书时我已记住了。
不信，听我背给你呀。
”说完真的背起来，声音洪亮，背到最后竞没有错！
文玉钦大为惊奇，抱起小旁听生就去告诉外婆，说：“奇了，真奇了！
石三伢子能背《百家姓》了！
”外婆笑不拢嘴，说：“我看呀，咱们石三伢子准是文曲星下凡哩！
”离家出走毛泽东在六岁时就已经开始接触到田间劳动了，尽管那只是在插秧的时候用小畚箕送秧苗
，割禾的时候跟在大人后面拣禾穗。
毛泽东也很会放牛。
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
小孩子放牛的时候，经常因为贪玩而误了正事。
有的时候牛没有吃饱，有时候又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
怎样才能既让牛吃饱又可以玩得痛快呢？
聪明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把小朋友们组织起来，一班人放牛，一班人采野果子、割青草。
到时候，就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朋友们就集合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毛泽东八岁的时候，他弟弟毛泽民已经五岁了，父母也不担心他们“根基不稳”了。
毛顺生就亲自把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来，正式送他到私塾里读书。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在南岸私塾读书。
这个私塾就在他家门口一个池塘的南岸边上。
私塾的老师是个喜欢打学生、态度粗暴严厉的老先生，名叫邹春培。
由于毛泽东背书背得好，一直也没挨着打。
这年夏天，毛泽东领着同学们去池塘里洗澡。
正洗得热闹，老先生回来，吓得同学们有的光着屁股乱跑，有的钻进草堆里，有的躲到房屋后，有的
在禾坪里飞奔，还有的泡在塘里死活不出来。
把个老先生气得胡子直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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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生气的是毛泽东来到他面前，说：“洗澡是我带的头，你打我自己吧⋯⋯”老先生气道：“统
统该打！
带头的要加倍！
”等到老先生好不容易把学童们都弄回学堂，却发现只少了毛泽东。
他急忙去毛泽东家，对毛顺生如实讲了。
两个人下狠心要好好揍毛泽东一顿，四下寻打，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已经离开村里，要徒步去湘潭县城。
因为他想起表哥王季范说过，湘潭县城里有洋学堂，那里的老师不打人，也不拜孔夫子，他要去看一
看。
但他却不知道路，怕人知道他是逃学的也不敢问路，只是不声不响地往前走。
天黑了，遇上好心的阿婆、大婶留他过夜，给他饭吃，天一亮他又上路了。
就这样他走了三天，可纳闷的是周围还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只有松树竹林，只有茅屋瓦舍，却不见高
楼大街。
他跑得急，鞋子也没穿，小脚踩在碎石小路上，又烫又硌，又痒又痛。
他咬着嘴唇，苦忍着往前走。
他却不知道，他是围着韶山打转转，走来走去，也没走出多远。
亏得这天晚上遇上一个老阿公，留他吃了饭，又住一夜，并告诉他说：“你家里派人正四处找你哩，
你父亲和塾馆的邹先生都说了，你回去就好，他们不会再打你了。
”毛泽东说：“那我也不回去，我要去湘潭的洋学堂。
”老阿公说：“你这样去不得，你没有钱，洋学堂不会收你的。
再说，你不回家，你母亲多惦记你呀。
”一听到母亲，毛泽东心软了。
他终于同意回家。
回到家，父亲真没打他，只是气鼓鼓地横了他几眼。
塾师也对他温和多了。
此事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尝到了“反抗”的甜头——尽管离家出走这三天三夜更遭罪。
反抗父亲毛泽东不仅造老师的反，也造他父亲的反。
毛顺生有着小财东的习性：勤劳、苛刻、精打细算。
对儿子们非常严厉，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动不动就又打又骂。
毛泽东九岁的时候，和母亲偷偷商量，想用什么办法也让父亲信佛，希望可以改变父亲暴躁易怒的脾
气。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到底没信佛，只相信过日子没钱不行，要想有钱不精打细算、埋头
苦干不行。
毛泽东十岁的那年秋天，有一天下大雨，毛顺生家里正紧张地抢收稻谷，由于雨下得太急太猛，有一
些稻谷被冲走了——但损失不算太大。
雨刚停，毛泽东就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淋得浑身都湿透了。
“你干什么去了？
啊？
！
”父亲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朝毛泽东吼起来：“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抢收稻谷？
”毛泽东说：“我帮邻居家收谷子去了⋯⋯”父亲更生气了，上来要打他，骂道：“混蛋伢子！
自家的谷子冲到沟里去了，你倒好，去帮别家收谷子！
”毛泽东躲开父亲的巴掌，嚷道：“人家佃了东家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自己家的
谷子，又比别人家多，冲走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呀！
”“什么没有关系！
冲走一点就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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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大声喊叫，又要追打毛泽东，被闻声赶到的母亲拦住了。
毛泽东见母亲来了，知道父亲打不成了，又说：“今天冲走了一点，我以后每顿少吃一点，也就算还
给你了！
”毛泽东十三岁这年，又有一次把父亲惹急了。
这天家里来了父亲生意场上的朋友，父亲吩咐毛泽东端茶倒水地招待客人。
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他想去看书。
父亲见他不情愿，就骂道：“你这个伢子，又懒又笨（一点用都没有）看谁家的伢子像你这样不孝顺
！
”毛泽东当即反驳说：“父慈才能子孝！
你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就是为父不慈！
”“畜生！
我打死你！
”父亲气得骂着，过来就打他。
毛泽东转身就跑，父亲随后就追。
毛泽东一直跑到池塘边，猛地停住，回头对父亲说：“你再追我，我就跳下去淹死。
”父亲停住了，呼哧呼哧喘着气，说：“你真要气死我呀！
”父亲当然不敢再逼。
这时母亲也赶来了，劝毛泽东向父亲磕头认罪。
毛泽东说：“他要是答应不打我，我就跪一条腿磕头。
”父亲不吭声。
母亲拉着毛泽东到父亲面前，按着他跪下一条腿，给父亲磕了一个头。
，父亲虎着脸，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毛泽东对父亲也不是事事都反抗，只要他认为自己“理亏”，他可以任由父亲打骂。
他家附近有一户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
过了几天，毛顺生让毛泽东去赶猪，猪价却涨了。
这个穷苦的农民唉声叹气地说：“唉，我家的猪要是现在卖，能多得好几块钱哩！
这回你家是占便宜了！
几块钱，对你们富人家不算什么，可在我们穷人家却是大数目啊！
”毛泽东说：“你别犯愁，也别后悔了。
这猪我们不买了，你卖个好价钱去吧。
”农民忙说：“你说了算吗？
你不怕你爹打你？
”毛泽东说：“我说了就算！
”转身离开。
回到家，如实说了。
毛顺生没打他，只骂了他几句。
背后。
乐善好施的母亲却夸奖他做得好。
就这样，在与父亲的磕磕碰碰中，毛泽东长到了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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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用伟人的事迹激励孩子，远胜于一切教育。
　　——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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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伟人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勤奋的努力，学习伟人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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