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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小宁乡县花明楼乡的炭子冲一户普通农民的家庭。
他从小喜欢读书，求新上进。
14岁时，他剪掉辫子，以示与清王朝决裂。
17岁在玉潭学校就读期间。
刘少奇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斗争，后又参加护国讨袁运动，并将字“渭璜”改为“卫
黄”，以示保卫炎黄子孙的志向和决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少奇深受影响，利用暑假赶赴北京参加了营救爱国学生马骏的斗争
。
这年秋天，他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准备留法勤工俭学，后因留学费用昂贵未能成行。
　　1920年10月，刘少奇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经人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这时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刚刚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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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开国前后操劳国事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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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耕读之家的伢子    在神州大地辽阔版图的南部，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这里群峦叠翠，碧水蜿蜒，在青山绿水中，镶嵌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块盆地。
它就是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的湖南省。
    湖南，简称湘，自古有“芙蓉之国”的美称。
它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流注洞庭湖，再汇人长江，灌溉与航运便利
。
这方肥沃的土地上，不但盛产稻米、小麦、棉花、茶叶，而且蕴藏着金、锑、锰、铅、锌、钨和金刚
石等丰富矿产，湘女那巧夺夭工的手工艺珍品——湘绣，更令世人拍案叫绝。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这块丰饶的土地，不仅铸造了心灵手巧的人民，而且哺育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杰出英才。
远的不说，仅就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湖南，便涌现出了魏源、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和黄兴等一大批
立志济世救国的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使得“芙蓉之国”这方古老的土地，得改良与革命风气之先！
    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公元1898年11月24日)，即湘籍改良派人士谭嗣同高吟着“我自横刀
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在北京英勇就义的五十多天后，在离这位“戊戌变法”，烈
士家乡浏阳不远的宁乡县花明楼的炭子冲，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
    从湖南省首府长沙向西南方向大约走七八十里，便进入了望城、湘潭和宁乡三县交界的一片肥沃的
丘陵地带，刘少奇的诞生地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就位于这片丘陵的中心。
炭子冲是一个介于盆地和山沟之间大约有两里长的小山冲，从冲尾到冲口象喇叭一样朝北张开着，冲
口外阡陌纵横，田园一片。
    炭子冲的两侧，山丘绵延起伏，层峦环拱，堆青叠翠，林木繁茂。
大自然的慷慨，雨露滋润，使得这个小山冲里密密地长满了松树、杉树和各种杂木树，在树林的底层
，又生长着荆棘等低矮灌木。
据说，几百年前，当地经常有人进山伐木烧炭，并靠此营生，养家糊口，久而久之，炭子冲便因此而
得名。
    在炭子冲东侧的山坡下，坐落着刘家老屋。
这是一座当地庄户人家的典型农舍，十来间土墙瓦顶的房舍，曲折围接成几个小巧的天井。
从槽门过小坪，升阶而人，由中至右，依次便是正堂、正房、卧室、饭厅、烤火间、猪牛栏等。
屋门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
池塘的北面，宽厚的塘基上，十多棵一抱粗的枫树并排而立，成为冬天阻挡西北风的屏障。
每到春夏，这一排大树枝繁叶茂，把刘家老屋装点得郁郁葱葱。
    1894年11月24日，当刘少奇在这座老屋中降生时，他的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都已届中年。
中年得子，这对于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农家来说，那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十分重视劳动力的繁衍。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宗法观念极浓的封建社会，从圣人那里开始便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
生儿子、续香火看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目标。
因此，刘寿生认定：小儿子的出世，是他的“福气”！
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小儿子的降临人世，刘寿生一门可以称得
上“人丁兴旺”！
于是，按照刘氏家族规定的谱系，刘寿生将小儿子起名绍选，字渭璜。
因为他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后，因而又被家里人称为“九满”或“九伢子”。
“刘少奇”的大名，是他在参加革命之后才起用的。
    根据刘家的族谱记载，刘寿生家的祖籍并非湖南，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吉水。
远在明朝中叶，刘家先人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做了湖南益阳的知县，刘明显夫妇也随为官的儿子来到湖
南，定居于宁乡城南茅田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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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宝的儿子刘邦益的后代又迁居于炭子冲，在这块山清水秀的地方长期居住下来，躬耕生息。
    从族谱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迁居宁乡后的刘家，虽然算不上是显宦大户，却也是家道殷实的富足
人家。
先辈们辛勤耕作，发奋读书，恪守着“耕读”的祖传家训，在当地颇有些声望。
清朝康熙年问，曾任宁乡县知事，后来当了朝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为《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
作序时，就对刘家的风范大加褒扬：“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
汉书所谓孝弟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
”这位封建社会的官吏到底还是有几分眼力，以“耕读传家”的这户普通农户，在第十三代上，真的
出了刘少奇这位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
他在炭子冲支撑门户时，祖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田产。
于是，刘再洲就近租种了一片田地。
他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精耕细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烟叶等经济作物。
苦心经营的结果，使得刘家逐步殷实起来。
    到了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当家之后，继承了父亲的传统，辛勤耕作，发展家业，使得刘家在炭子冲
的田产逐渐增加到六十亩，并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很得当地人的敬重。
每逢荒年紧月、青黄不接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将自家余粮拿出来，周济附近的贫苦人家。
    刘得云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秉林，小儿子刘寿生，即刘少奇的父亲。
刘寿生不仅种田是把好手，人也比较开明，是刘家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
刘寿生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的家风，他能写会算、办事公道，深得乡间邻里的尊重
。
与父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不热心于积攒钱财、购置田产、扩建房屋，而是把财力放在了对子女的教
育上。
他的四个儿子中，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至四年私塾。
由于孩子多，弟弟妹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哥俩不得不中断学业，较早地担负起了家庭劳动的担子。
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在父亲的督责下，锻炼得写算俱全。
刘寿生去世后，十九岁的刘作衡便成了全家的总管，安排农耕，筹划经济。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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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代伟人刘少奇，中国人民好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产党的卓越
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辉煌的业绩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已将他的英名镌刻在永恒的历史丰碑上，与世长存，与日月同辉。
刘少奇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本书图文并茂，收入的图片是从1万多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加上一些手迹、档案资料和编著者撰写
的40多万文字，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刘少奇波澜壮阔又多姿多彩的一生，全面反映了刘少奇的业绩、
思想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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