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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市韶山冲一个普通农
家。毛泽东同志故居是一座泥砖青瓦、土木结构的典型民居，
呈“凹”字形布局，俗称“一担柴”式农舍。韶山留有大量毛泽
东青少年时代生活、学习、劳动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文物文献
资料，红色资源十分丰厚，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
养，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厅，《诗经》《论语》这两本书
总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这两本书为国家一级文物，石
刻线装本，封面分别注有“诗经一 润芝”“论语下 咏芝”字
样，是毛泽东少年时代用过的课本，是韶山毛家族人在革命
年代从未及燃烧的火堆中捞出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是少年毛
泽东奋发求学的见证。

现在，举办有“风华正茂——少年毛泽东读书生活展”
“南岸私塾历史沿革展”的南岸私塾，是青少年来韶研学的必
经之地。私塾教室内毛泽东少年时代用过的桌椅依然保存良
好，通过场景复原和现场讲解，观众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聪
慧勤学的少年。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卧室上方，有一个小阁楼。
1925年 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家乡韶山，在家中住了半
年多。当时正是中国农历春节后不久，毛泽东利用亲友之
间相互拜年的时机，带着妻子杨开慧在韶山冲四处走访，
和左邻右舍的一些长辈和亲友拉家常，一边了解韶山农村
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一边进行思想动员。在宣传
革命道理过程中，毛泽东经常召集毛福轩、钟志申、庞叔
侃、毛新梅、李耿侯等革命积极分子到他住的房间阁楼里
开会，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思
想觉悟很快提高。1925年6月，毛泽东在这间阁楼里举行了
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四位同志入党宣誓仪式，
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由毛福轩担任党支部书记（1922年
在安源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庞德甫”。

后来，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最初的 5名成员都为革命壮烈牺
牲，被称为“韶山五杰”。

1925年在家乡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不仅让毛泽
东发现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巨大革命力量，还为他 1925年
秋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经典著作奠定了实践
基础。这篇文章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
想，是标志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光辉文献。

1927年毛泽东再次回到家乡韶山，随后用 32天实地考
察了家乡及周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
动情况，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驳
斥了党内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论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
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
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如今，这些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珍贵文物已
成为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展党史、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思想
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韶山下的思政课”入选教育部和国家
文物局联合开展的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
源示范项目名单，纪念馆被命名为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在资政育人中起到了方向性、标杆性作
用，韶山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向往的党史纪念地”“全国
革命旅游经典景区”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阳国利/文）

忆往昔峥嵘岁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际相结合，将党的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农村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成功之路。

提到八角楼，不少人会不禁回忆起传唱的《八角楼的灯
光》：“伟大的领袖毛委员，八角楼里写书到深更，光辉的思想
照人心。”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盏用青铜铸造的硕大的
油灯首先映入眼帘，它如同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见证着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最终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画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于1927年10
月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并在这里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当局得知
后，妄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井冈山，导致山上的食盐、布匹、
药材等必需品稀缺，而油更是弥足珍贵。

面临如此困境，毛泽东号召全体军民厉行节约，同时
宣布了一个使用油灯的规定：“团、营、连部，晚上办公时
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办公后要及时熄掉；连部留一
盏灯作带班、查哨用，只准点一根灯芯。”按规定，毛泽东
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可以使用三根灯芯，但自从规定宣
布的那天起，每当夜幕降临，八角楼上亮着的青油灯里，
只燃着一根灯芯。毛泽东在这盏如豆的油灯下，常常忙到
深夜。正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挥笔撰写了《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
宏文巨著。通过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研判，探索出一条
真正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一文，运用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提炼出了
密切联系群众、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党的优良作风和革
命法宝，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战略，初步形成
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
1928年11月，毛泽东又完成《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分析
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根据地的发展形势、湘赣边界
的区域优势、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其中三分之二
的篇幅阐述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土
地革命的内容。“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后来在闽西地
区得以正式成为革命路线，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
概括的“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
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此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一盏普通的青油灯下，诞生了一篇篇光辉著作，见证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心与使命，点
亮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燃遍全中国。 （刘春/文）

回顾毛泽东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长征途中召开的遵
义会议，是他革命生涯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与周恩来、朱德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结束了

“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遵义红花岗老城子尹路 96号，
毛泽东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制作而成的黑底金字
大匾，高悬门楣。这里原是国民党25军（黔军）第二师师长柏
辉章的私邸。会址由主楼、跨院（老宅）和街面房三部分组
成。主楼坐北朝南呈曲尺形，是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二层
建筑，整个主楼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
面积528平方米。主楼南毗邻的是一个自成格局的黔北民居
四合院。

遵义会议，是在主楼二楼的会客厅举行的。长方形的会
议室内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摆放着 20把赭色
木架藤编折叠靠背椅，长方桌下有一只古老的炭火盆（原
物）。桌子正对着的屋顶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西
侧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东侧两个壁柜（原物）之间的墙上
挂有一只自鸣钟（原物），时针永远定格在 1935年 1月的那
个寒冷的冬夜。它见证了那段光辉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光明的艰苦历程。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起对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
红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
为了总结红军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和长征以来军事
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

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
结决议》，并在组织上做了部分调整。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
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
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

3万多红军将士，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取得了
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使红军
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遵义会议的光辉历史，1951年在
遵义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遵义地委领导下，成立了遵义会
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
境中、非常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所以寻找和认定会址，
遵义人民用了 4年。1954年 1月，中共遵义市委接到中国
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当时任
师长） 的公馆内召开的。”市委当即将驻在柏公馆内的遵
义市公安局剿匪总指挥部搬迁，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
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
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落实。同年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
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
会址确定了下来。

遵义会议会址自195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不断
拓展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已接待游客9000余万人次。

（王云丽/文）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
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
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
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延安的窑洞里，思想的光芒伴
着窑洞的灯火，照亮了黑夜漫漫的前行之路，见证了我们党
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光辉历程。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159篇文章，
有112篇出自延安时期，其中16篇写于凤凰山窑洞、40篇
写于杨家岭窑洞、29篇写于枣园窑洞。而毛泽东的三大名
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也诞生
于延安窑洞。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经典文献。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
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毛泽东围绕抗日战争

“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一中心问题全面分析
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
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论持久战》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
的问题，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
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成为指导全国
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
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
想上来，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
沟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
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论新阶段》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
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
面的战略规划，并首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
题，是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1937 年 7 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从全国各

地，从海内外汇集到延安，他们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
政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各自所属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积
极从事战时文艺运动，促进了边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丰
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进
行。毛泽东深知文艺对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局
面基本稳定后，1940年 1月 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
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
的文化》的长篇演讲。

这篇演讲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
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

1940年 2月 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
合刊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
主义论》的发表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又在理论上进行
了全面概括总结，制定了总路线和纲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
的形成。

1944年1月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学习与发
行《毛主席三大名著》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三大名著是指
导中国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论武器与具体方略，所有共产党
员都应熟读深思，领会贯通，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面壁黄土，心怀天
下，写就了一部部浸透着窑洞气息的经典著作，用一个又一
个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 （李晓剑 冯延宁/文）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居住
在一户普通的民房里。在这个小山村，毛泽东部署指挥了震
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决
定性胜利；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在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有一张办公桌临窗而放，棕色
木质，两头沉组合式结构，在这个狭小的办公室里显得尤为
大气沉稳。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工
作非常繁忙，尤其是在三大战役期间，几乎天天都要开会。
阎长林在《我的警卫笔记》中回忆：“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刘
少奇、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准时到毛主席的办公
室里来，集体开会办公。有时作战部和宣传部的有关同志也
来参加。这些会开起来很长，几乎每次都是开个通宵。”据统
计，毛泽东在西柏坡起草的电报达 400余封，仅三大战役期
间就有 190余封，这些体现他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电报，通
过电波不断发往各战场，换来前线一个个捷报。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关于健全党委制》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多篇著作，仅收录在《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中的就有 20篇之多。这张办公桌不仅伴随着毛泽东
开启在西柏坡的日子，更是他为中国革命夙兴夜寐，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取得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见证。

西柏坡纪念馆还展示有一组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撰写的
电文，分别是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
年秋，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连续部署了辽沈、淮
海、平津三大战役。他起草作战方针，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
发往前线。

1948年 9月 12日至 1949年 1月 31日，规模空前的三大
战役历时 142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 154万余人，使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
召开。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做了《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

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报告全文共8000余字，分为
10个部分。

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
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
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
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还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
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
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
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他谆谆告
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确定了新中国
的大政方针，为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
心转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1949年3
月 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
坡，向北平进发，开启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周艳芝 王玉/文）

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开始了伟大的进京“赶
考”。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香山。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吹响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号角；发表《论人民
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和政策基础；同各民
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描绘新
中国的光辉蓝图，奠基新中国的雄伟大业。

香山双清别墅的院子中央，有一座六角红亭。红亭中
间有张石桌，桌子周围和亭子外面有供人们休息的“瓷
鼓”。毛泽东在工作之余，经常到亭子里休息。1949年 4月
25日，毛泽东来到院子里的红亭旁，专注地看着《进步日报》
报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报纸右侧则为《千里江
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的报道。1949年4月20
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共双方代表团形成的《国内
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
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一
举摧毁国民党军队的长江“立体防线”，4月23日占领国民党
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得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挥笔写下了不
朽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
是沧桑。”

在组织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过程
中，党内外不少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阶
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前途等一些重大问题，还
存在模糊认识。为了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在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开始酝酿撰写一篇纪念文
章，总结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阐明新国家的
构想，系统宣传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
名文章。文章以人类进步的远景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开
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
回答了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基本思想，论证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新国家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
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这篇8000字，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
党二十八年》的文章，署名“毛泽东”，于 1949年 6月 30日由
新华社发表。7月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
头版全文刊登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刊发当月，《论人
民民主专政》单行本在全国印刷两版共 9万册，仅平津地区
发行量就达4万余册。当月单行本和英文版印刷发行，很快
抢购一空。文章后来传到世界各地，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各
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广为传播。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3月25日至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
在香山共接见民主人士58人次。在会见民主党派领导人张
澜前，毛泽东嘱咐警卫员：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
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
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警卫员在仅有的几件衣服
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便“诉苦”说：主席，咱
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
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毛泽东就是这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
张澜，会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同他们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描绘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在这段光辉的岁月里，毛泽东以革命到底精神，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
个新世界”的历史重任，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

（王园 尤曼卿/文）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是中

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

民的伟大领袖。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本报特别推出纪念专题，循着他身

后留下的宝贵文物遗产，让我们共同感受领袖风采，缅怀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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