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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雨一直在下，车子疾驰在雨中，从
清晨到夜幕降临。

到达韶山故园宾馆时，雨似乎更大
了。地面上的水已经能够没过脚踝，湍
急地流淌着。夜色朦胧，雨雾缭绕。我
提着行李箱小心翼翼地踏上台阶，进入
宾馆大厅。

韶山，一直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
从少年到中年，我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
去拜访，去寻找伟人的足迹，表达心中
的敬仰之情。

一路上心情特别好，尽管天公不作
美，心情却没有受到影响。入夜，我的情
绪仍在亢奋中，一会儿去看看窗外的雨，
双手合十，期盼第二天雨停风歇、艳阳高
照，拜谒伟人故里顺利事成；一会儿看看
天气预报，查看明天是否会雨过天晴。

六月末，南方已经进入梅雨季节。
雨没有停的意思，我的思绪也激荡澎湃
起来。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在
脑海中浮现，伟人年轻时的风采浮现眼
前。他在雨中奔跑，腋下夹着《青年杂
志》（《新青年》前身），神态自若，朝气蓬
勃，虽身着布衣，脚踏泥泞，却双目坚
定，心向光明。在《觉醒年代》中，毛泽
东说：“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自律的
人，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成就大事。”

窗外的雨还在下，时急时缓，噼里
啪啦，敲打着窗台，声音悦耳动听，消除
了一天的疲惫。透过窗户，只见街灯散
发着柔弱的光，在雨丝的弥漫中，缥缈
如幔；在风的舞蹈下，时而翩跹、时而舒
缓；在寂静无声的午夜里，顿显优雅，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蚊子不知好歹，不时叮咬，睡意全
无。我不由自主地哼起《映山红》：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哼着这首歌，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清晨，雨似乎小了许多。走出

宾馆，撑伞向南边的池塘走去。遥望四
野，绿意蓊郁、山雾缭绕、神清气爽、惬
意悠悠。站在池塘边，看雨滴落在水
面，泛出层层圈晕；观鱼儿蹦出水面，表
演着“跳龙门”的精彩。回头看着“故园
宾馆”几个大字，心潮澎湃，不禁想起伟
人的《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默默地念出了声，不知“故园宾
馆”是否由此诗句而来，不知道伟人当
初是否也在这个池塘里玩耍过，游过

泳、抓过鱼。我在池塘边走走停停，寻
找伟人儿时的足迹；眺望远处的山峦，
也会联想伟人是否在山里打过柴拾过
草……浮想联翩的，都与伟人有关。

收起伞，微凉的雨丝落在发际，感
受到了阵阵清凉。可能与心情有关，这
雨似乎别有深意，那么与众不同，仿佛
懂我的心思。任由雨水滑过面庞，也没
有什么不适，只感觉到亲切温润。此
刻，在这里，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
自然以其最本真的姿态，静静地讲述着
关于存在、关于宁静、关于美好的一切。

时间不早，早饭时间到了，我撑起
伞往回走，湿滑的台阶告诉我要谨慎慢
行。我不时回望，那池塘，那绿树，在向
我挥手道别。

二

早饭过后，我们来到“毛主席铜像
广场”。广场人山人海，各种颜色的雨
伞争奇斗艳、异彩纷呈，甚为壮观。雨，
阻止不了人们对伟人的敬仰，那些千里
迢迢、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虔诚朴实，
庄重严肃。

雨似乎越下越大，人们排着整齐的
队伍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我们一
行庄重地敬献花篮，把挽联抚平，鞠躬，
说出心中的话语，表达真挚的心愿，抒
发那份埋在心底最深处的怀念。

微风拂过，香樟、翠柏清香氤氲，内
心顿觉自然清凉。在这神圣的地方，可
以一下子放下浮躁，让人灵魂经受洗
礼，精神得到浸润，信仰更加坚定，心灵
回归本真，就连内心的阴霾也会忽然散
尽，澎湃在心中的是坚韧不拔的力量和
无往不胜的信心。

站在毛主席铜像前，仿佛又听到他
在天安门城楼上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
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花如海，歌如潮，此时，广场上空萦
绕起“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
思想永远照我心”的歌声，心中更加激
荡沸腾。

三

离开广场，步入伟人故居。雨小
了，撑伞排队前行，挤挤挨挨，摩肩接
踵。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段故事，闪
现在脑海。

毛泽东故居，这幢二层泥墙瓦房十
分低矮，没有“飞檐出风雨，洒翰落虹
霓”的景象。当年毛泽东的父亲做粮食
生意，但从故居的情况看，他们家境一
般，并不太富裕：没有三进院落的排场，
没有雕梁画栋的阔绰，更没有令人惊叹
的摆设。

进入故居，简单的陈设颠覆了我
的想象。导游介绍，1925年6月，毛泽
东带着杨开慧回到韶山，就住在面前
的阁楼上；也是在这个阁楼上，毛泽东
主持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
4人的入党仪式，成立了我党最早的农

村党支部——韶山支部。此时，我仿
佛看到了几个人举起右手，低声而庄
严地进行入党宣誓……

参观堂屋、灶房、毛泽东的卧室、碓
屋、牛栏屋、猪栏屋等，我仿佛看到了少
年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境况，感受到了当
时的人间烟火。此时，窗外的青山、茂
密的树木、翠绿的毛竹、盛开的山花、丛
生的杂草，都在细雨中蓬蓬勃勃，葳蕤
盛发。

走出毛泽东故居，我久久不能释
怀。从1929年伟人的小妹毛泽建牺牲
到1950年伟人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
鲜战场，毛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
人，除了毛泽建、毛岸英外，还有毛泽东
同志的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幼弟
毛泽覃、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
子）。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烈士的故
乡，心中怎能不敬仰感怀呢？怎能不肃
然起敬呢？我朝着这座神圣的旧居深
深地弯下腰，鞠上一个大大的躬，表达
我发自内心的敬仰。

四

雨丝飘洒，毛泽东故居前的池塘，
荷叶铺展、花朵娇艳，我思绪万千，感慨
良多。伟人儿时是否在湾中与小伙伴
游泳嬉闹，是否也摘下荷花叶戴在头上
遮挡风雨？是否被那当过兵、脾气暴躁
的父亲追打过？

突然记起，毛泽东16岁时曾作过
的一首诗《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
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
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虽然此诗是
毛泽东引用、改写自清末名士郑正鹄
的《咏蛙》，但从诗中可以感受到毛泽
东摄人心魄的英雄情怀和壮怀激烈的
宏大抱负。

风来，荷叶颤动，水波微澜，雨滴落
下，如鼓有韵；蜻蜓点水，鱼儿起跃，人
像倒垂，波光粼粼。驻足，拍照留影，意
义非凡。旧居、青山、荷花池，一幅特色
鲜明、意义深远的纪念照就生成了。

站在雨中，任凭雨丝落在身上，静静
地倾听荷叶的诉说，仿佛一位老人在讲
述过去的故事，那些烽火硝烟，那些生死
存亡，那些失败忧伤，那些胜利捷报。

远处，群山萦绕，树木葳蕤，雨雾缥
缈；迎面，是水波荡漾的荷花池；身后是
令人敬慕的伟人故居……目极四野，我
内心深处如滔滔江水，浪花飞舞，不能
自已。沉醉，不愿醒来，时间仿佛凝固，
宁静致远，岁月不居；惬意，化作一首长
长的诗行，抒发着人民幸福的故事。

转过身，再看毛泽东故居，追忆着
伟人少年读书的往事。毛泽东从小喜
欢读书，酷爱学习，他喜欢读中国古典
传奇小说，如《岳飞传》《水浒传》《三国》
等。一次，私塾先生要他背书，他端个
小凳坐到跟前背，私塾先生认为这是大
逆不道，就打手板责罚他，毛泽东一气
之下跑到山里躲了三天。后来一个毛
姓家族的人发现了他，说：“三伢子，你
爹可急坏了！”把他带回了家。毛泽东
心想，回家后免不了要被父亲一顿打

骂，可是，父亲并没有责骂他，而是温和
了许多。

毛泽东喜欢读书，晚上就躲在蚊帐
里偷偷地读书，不让父亲看见。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东山学堂，毛
泽东想去那里求学，但要过父亲这一
关。他就去问父亲，说：“爹，如果我到
外边去读书，您雇一个长工一年需要多
少钱？”父亲说：“12块大洋。”于是，毛泽
东就找母亲的娘家筹了 12 块大洋。
1910年的一个秋天，毛泽东把钱放到父
亲的桌子上，并留下一首七绝《呈父
亲》，诗中这样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
生无处不青山。”然后，毛泽东就挑着担
子，一头是母亲给他准备的衣被，另一
头全是书，走出了韶山冲，走向了他心
目中向往的远方。

五

雨仍然在下着，参观毛泽东故居的
人却络绎不绝，不时有荷香飘来。

想起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实行武装斗
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相结合的
工农武装割据策略，走上了一条在农村
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
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全国红军游
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面旗帜。

想起1935年 1月长征途中，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极
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
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在极端危
急的历史关头，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
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
领导地位。

想起毛泽东处置的黄克功案。作
为“革命功勋”，黄克功逼婚不成竟然
枪杀女大学生，影响极其恶劣。处置
黄克功，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立下了

“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触犯了法
律就必须受到严惩”的规矩，也成为党
史上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一个
典型案例。

想起，得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
牺牲的消息后，毛主席沙哑地发出一声
催人泪下的叹息：“唉，战争嘛，总要有
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
子呢……岸英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娘，
后来参加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无数次夜深人静，毛主席拿起儿子
遗存的衣物一件一件抚摸，然后叠好、
收起，放到衣柜深处。毛泽东是伟人，
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晚年，他一
面拒绝运回儿子毛岸英的骨灰，一面常
常看着儿子的遗物发呆。

雨依然下个不停，抹一把湿漉漉的
头发，思绪回到眼前。韶山冲，在雨中
更加青翠，更加蓬勃。

我站在雨中，仰望毛泽东故居，久
久不舍得离开……

雨中访韶山
行走者

刘学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