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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你们来到毛泽东故居游览。毛泽东故居在韶山，但“韶山

”二字从何而来？‘韶’又是什么意思？让我为大家解释一

下：相传舜南巡时，面对青山绿水，绮丽风光，命侍从奏九

章韶乐于此。自此以后，人们把舜帝演奏过《韶乐》的这个

地方叫取名韶山。“韶”便是虞舜时的宫廷乐名。 毛泽东的

故乡韶山冲，是一个狭长山谷，过去居住着600多户人家。现

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栋古朴的农舍叫“上屋场”，1893

年12月26日，太阳初升的那一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

东同志就诞生在这里。早在1961年3月，国务院就公布其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国重要的革命纪念地之一。“

韶山山水溢清气，故居钟灵毓伟人”。独特地政治优势和优

美的自然风光，使故居成为世人瞻仰的革命圣地。自建国以

来，毛泽东同志故居共接待中外客人近4000万，其中包括100

多位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4位外国国家元首、30多位外

国政府首脑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 故居的前面是荷花

塘和南岸塘。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游泳，南岸塘就是他少时

“习武练艺”的最好地方。1963年11月，郭沫若参观韶山时

，曾指着这口塘感叹地说：“毛主席是少时游池塘，老年游

长江啊！” 我们来看毛泽东同志故居。这是一栋坐南朝北、

土木结构的典型南方农舍，它门临绿水，背依青山，成凹字

型结构，这里老百姓称为‘一担柴’。当年这里居住着两户

人家，东边13间小青瓦房为毛泽东家，西边四间茅草屋为邻



居家，中间堂屋为两家共用，总计占地面积560余平方米，建

筑面积470余平方米。 1878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

场东边的五间茅草屋，1888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携儿子毛

顺生、儿媳妇文氏迁居于此。后来毛家几代人历经几十年将

故居改建和扩建军，到1918年建军成现状，但房子建成仅一

年多，毛泽东的母亲、父亲相继去世。毛泽东在父母去世后

又将弟妹带出去参加革命，故居由当地农民居住。1929年国

民党政府没收了这栋房子，将它出租给农民，年深日久，房

子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部分家具遗失。解放后，人民政府

收回了房子，并对它进行了修缮，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大家

今天看到的房子是按1918年的原状恢复的。这个时候是毛泽

东家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当时家里拥有这13间半瓦房和22

亩田土。但是身为毛家长子的毛泽东并未继承父业，而走出

韶山，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大门顶端挂着的“

毛泽东同志故居”金字红木匾，是邓小平同志1983年4月2日

亲笔题写的。 现在请大家随我进堂参观。这里是堂屋，前面

提到的两家共用的堂屋指的就是这一间。它在南方是摆酒席

、宴请客人的地方，这里的方桌和板凳都是原物，这是神龛

，是供奉神佛、祖宗用的。 穿过堂屋这扇小门往后走，我们

便来到了“退堂屋”。这个大锅是煮猪潲用的。右边的脚盆

是用来洗澡和洗衣服的。毛泽东小时候经常在此帮助父母劳

动，用水桶挑水。这个大水桶是原物。这是南方农舍一般都

有的天窗，它用来通风、透气、采光，天窗下有暗沟，用来

排水。 接下来，我们参观厨房。请看这个炉灶，过去农家的

灶多用泥砖、三合土等砌成，用不了几年就得重作。故居复



原陈列时，根据这里老人的回忆复制了这口灶。1959年，毛

泽东回来时，饶有兴趣地观看锅灶，故居工作人员随即问：

“主席，您有这口灶像不像原来的样子？”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个东西没有，是现代的。”于是后来工作人员把围子

撤了。 这里是火堂。南方农家没有专门的取暖。遇上很冷的

天气，这上面有个挂钩，俗称炉膛钩，用来挂壶烧水的，过

去农家没有热水瓶，客人来了，马上打过来水烧起来。当然

这里也可挂吊锅，用来煮饭，冬天全家围坐一团边吃边聊，

那可是热气腾腾的呢！1921年春，毛泽东在筹建共产党的过

程中，回到韶山。当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2月15日是毛泽东

母亲的生日，那天晚上，他邀弟弟，弟妹及妹妹围炉烤火、

拉家常。弟弟毛泽民一口气讲到这里这几年遭受到的灾难，

毛泽东说，这些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天下大多数人都

这样，就叫国乱民不得安生，所以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出

去做一些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工作。在毛泽东谆谆教导下，全

家人相继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

东又总是教育自己的亲人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到最危险的

岗位上去战斗，一家先后有六位亲人英勇献身，毛泽东的家

庭成为革命家庭。关于这部分内容，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有专

题陈列，欢迎参观。1991年，江总书记在此参观，了解这些

情况后说：“这个地方很有意义。” 请看下一间横屋。这里

通常是一家人用餐的地方，但在这里也发生过不同寻常的故

事。1925年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时，经常在这里召集一

些父老乡亲，以下棋、打牌作掩护，召开各种小型会议，向

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1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

运动，再一次来到韶山。他在这里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



骨干开调查会，了解韶山农运情况，并对农运作了重要指示

，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著作，其中

一部分资料就是在这儿收集的。这张桌子和这里的凳子是当

时使用的原物。1月9日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考察，当时乡

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并询问他何时再返乡。毛泽东眼望蓝

天，沉思片刻，深情地对乡亲们说：“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需要几十年时间，再搞30年革命，反动派不打倒，

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回韶山”。果然，当1959年6月25

日，毛泽东再返故乡时，离开这里已整整三十二年了！ 毛泽

东父母卧室。1893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同志就诞生在这里。这是毛泽东同志父母的遗照。毛泽东同

志的父亲顺生生于1870年10月，是一位非常勤劳节俭、精明

能干的农民，青年时期因负债过多而外出当兵多年。回乡后

，一边务农，一边做些猪、米等小生意攒积钱财。后来，他

购置田地，扩建房屋，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夙愿。1920年他

因患急性伤寒病去世，享年50岁。父亲的勤劳节俭和善于持

家理财为早年毛泽东外出读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毛泽

东母亲生于1867年，她是一位勤劳善良、聪明贤惠的农家妇

女。她性情温和，富有爱心，经常接济周围贫困的乡亲。父

母亲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对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很大

。1959年毛泽东看到母亲这张照片时说：“我还是挺像我母

亲的。”他凝视良久，然后又说：“要是现在就好了，要是

现在就死不了。”大家看到的这张陈旧木床是原物。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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