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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系列故事》

内容概要

高津滔主编的《毛泽东的故事》内容简介：毛泽东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代史半个多
世纪风云变幻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中国革命的轨迹同他的个人经历不可分割地交织
在一起，烙上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迹。 　　
    《毛泽东的故事》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生动细腻地叙述了毛泽东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的解放，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富强，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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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农家小子“省先生”立志出乡关新军半年兵坎坷求学路读“活”的书“谁主沉浮”唤起工农千百万长
沙播火种安源矿工的指路人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去当红色的“山大王”三湾奠军魂
争取绿林朋友挽救红军伟大的会师三战三捷井冈岁月挥师赣南闽西诱敌深入创奇迹横扫千军如卷席用
兵如神破“围剿”长征的第一步遵义会议坚持北上不动摇奔向陕北来了两个洋朋友延安住窑洞亲Il缶
“抗大”讲课依法处决黄克功华侨领袖眼中的穷人领袖听到骂声之后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深入
虎穴谋和平“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给胡宗南的“贺礼”要烟抽过生日伟人黄河情五台风雪夜
城南庄情系西柏坡山乡连着大战场“进京赶考”情暖人心”紫云轩主人建国群英会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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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系列故事》

章节摘录

1902年的早春，刚刚过了元宵节，父亲就把刚过8岁的毛泽东送到离家不到二百米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
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    父亲送泽东进私塾，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家业渐渐
兴旺发达起来，但由于读书不多，总觉得差人一等。他看到岳父文家有不少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
说话做事就是和自己不一样。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在一桩柴山讼案中败诉。本来是他自己有理，但由于
识字不多，明明有理说不出来，而对方则引经据典，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结果他由原告变成了
被告，人家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眼睁睁地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没有文化害死
人。他痛下决心，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将来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再也不吃眼前亏。    私塾
设在一座祠堂里。邹老师五十多岁。开学的第一天，他把毛泽东领到东墙下的神龛前，神龛里的大红
纸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位”。邹老师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
来，都要对它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照着邹先生的话，对着神龛恭恭敬
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高兴地对毛泽东的父亲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父
亲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几笔账，写得几旬来往信札，就
要得了。”    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须先生劳神，他的同学们给他取了个诨号，就叫“省先生”。  
 毛泽东酷爱读书，读起书来往往废寝忘食。他不仅在私塾里发愤读书，在家里也见缝插针地抽时间读
书。在家里，他除了劳动，就是看书。毛泽东不仅熟读经书，各门功课都完成得很好，而且更喜欢看
中国古典小说。《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他都
读过好几遍。书中英雄豪杰的故事、英雄豪杰的精神、英雄豪杰的本领深深地震撼着、影响着、感化
着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当时，私塾里都不准学生看小说，因为小说是杂书。所以毛泽东起初总是偷着
看，见老师来了，就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时间一长，老师还是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但
毛泽东都能背得出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
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还说：“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
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
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在私塾里不但酷
爱读书，也喜欢练字。他开始临摹欧(阳洵)体，继而学习钱(南园)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博
采众家之长，尤其是从怀素的狂草中汲取精华，形成了他独特的书法风格。    毛泽东在私塾里读书，
深得先生的器重，他对先生也很尊敬。尽管他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对邹春培等私塾老
师一直很怀念。1959年回韶山时，他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
举起酒杯，为各位老人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老先生急忙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立即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7年至1909年秋，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白天，他
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这样白天晚上地忙，当然是很疲倦了，但毛泽东还要
坚持每天看书到深夜。凡是在韶山冲能够找到的书，他都找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连和尚的经书也
不放过。    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思考。他阅读了大量的旧小说，尤其喜欢那些
被压迫者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故事。但是读着读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书里的主人公，不
外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英雄豪杰，唯独没有种田的农民。这是为什么？他苦苦地想了一两年，还
是找不到答案。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很多人，其中有老师，有同学，有长者，有同辈，但是大家
都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后来毛泽东终于发现了，原来旧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些压迫者、剥削者，他们
占有土地，自己却高高在上；而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条件读书识字，更谈不上著书
立说，写书的人也不会注意他们。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他常对小朋友们说：“
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1909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粮食奇缺，饿殍遍野。而豪绅
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1910年4月，长沙南门外一个
卖水为生的人，好不容易攒了八十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因为钱中有几文当时已不通行的钱
币，拒绝卖给她。她只得回来再向邻居借钱。好不容易凑足了钱，但到傍晚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
。她悲愤至极，跳江自杀了。她的丈夫闻讯之后，绝望到了极点，拉着饥饿不堪的孩子，一并投塘而
死。这场悲剧，震惊了长沙全城，饥民们派出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平价卖米，施行赈济。但
昏庸无道的巡抚反而派兵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放火烧了衙门官府。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长沙饥民暴
动。    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中受到很大的刺激，久久不能平静。他总
觉得那些造反的饥民和自己的乡亲父老一样，都是一些善良的百姓。他为他们遭到残酷镇压而愤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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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系列故事》

平。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六年的私塾生涯，使毛
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在他
心中燃起了反抗黑暗、改造社会的熊熊火焰。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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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系列故事》

编辑推荐

高津滔主编的《毛泽东的故事》内容介绍：位于湖南省中部的韶山，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
，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一脉。韶山山清水秀，风景壮丽；传说神奇，富于魅力。公
元1893年12月26日(阴历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位在20世纪的中国叱咤风云、在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
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毛泽东属小龙。他出生时父亲毛顺生27岁，母亲文七
妹24岁。在这之前，两口子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毛泽东是第三个孩子。所以一家人十分
的高兴，毛泽东的姥姥更是高兴万分，对两口子说这个孩子她得亲自看护，一定要让他长得结结实实
的，不能让他有半点儿闪失。姥姥家住的地方叫崇佳阁，村后山脚下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高一丈二，
底下有一股清泉，不论天气如何干旱，终年流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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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系列故事》

精彩短评

1、内容没有石仲泉 陈登才主编的那本好看
2、故事客观实际，内容丰富，有意思，这本书让我更喜欢毛泽东这位伟人了。
3、书的质量很好，多让孩子了解一下伟人的一生，对孩子有教育意义，推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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