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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者一时　公者千古

———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感想

金融学院　祁敬宇

一

２０１３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３７个春秋了。３７年来，神
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证明其

中有的评说未必客观正确，抑或会伴随历史进程重新评价或修正。然而，无论评说如

何，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人们对于毛主席的热爱与思念随着世事变迁而日益

加深。

５月中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社会实践团在校工会的组织下，怀着崇敬的心
情重新寻觅伟人青年时代的足迹。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岳麓书社和韶山毛泽东同

志故居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美好的记忆。

我们一行中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生的人，也有６０、７０年代出生的人，但更多的是
８０年代出生的人。出行之前，我想此次参观毛主席故居一定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人为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毛主席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然而，加入到

队伍中才发现，随行中更多的是一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同事，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丝

毫不逊色于我们这些“毛泽东时代”成长的少年。

对于毛主席，我这个年龄的人尤其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唱着

红色歌曲长大的。小学一年级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们学习过很多毛

主席的诗词、著作，有的甚至能够全篇背诵。

在韶山我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在故居参观，我们的耳畔仿佛响起了１９５９年毛
主席回韶山时写的诗句，那“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诗篇。１８９３年１２
月２６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为了革命事业毛主席献出了
６位亲人。

我们还参观了毛泽东８岁才去就读的家乡私塾。在那里，他对私塾先生教的《四
书》《五经》兴趣不大，却喜欢读那些古典小说和当时比较进步的书籍。随后，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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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韶源村举办的毛主席展览馆，对伟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种豪情将永远鼓舞着我们。

遥想过去，每当中国革命遭遇困难之时，毛主席总能力挽狂澜，他的气魄、他的智

慧、他的雄才大略已为实践证明。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饱含激情地预言

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

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

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他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胆略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

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

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

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是诗人，又是革命家；

他是战士，又是统帅；

他指挥千军万马，自己不曾开过一枪；

他缔造人民共和国，自己却拒绝当大元帅。

他有着丰富的思想，自己却不主张提“毛泽东思想”。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仅仅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才华卓越，而且在诗

词、书法、历史、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研究

的地方，只可惜我们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他是中华民族一位伟大的领袖，他应当受到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崇敬和爱戴。他留

给了后人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有待我们挖掘。

二

我从小喜欢历史。学生时代结束，参加工作后也一直保持着学习、研究历史的习

惯。研究历史，离不开对人的研究。翻阅古今中外历史可以看到，能够像毛泽东那样

把人民群众捧得那样高的伟人极为罕见。古今中外，提出让部分人富裕的“伟人”不

少，但把社会主义大旗高高举起的伟人则非毛泽东莫属。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就是

要学习他的思想，高举他的大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记得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先生在参观毛主

席故居后题词留言，“私者一时，公者千古”。我想，这８个字高度概括了伟人区别于
小人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卑贱者最聪明”。

毛主席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发动群众，他把人民群众看的很高、很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强调和重视关心群众生活。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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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所做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在《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他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

重要意义，反复论证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教育，

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

力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人

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

员，必须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

民的利益出发，这是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

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反对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僚主义，认为这是严重侵犯

人民利益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

对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我们更加发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家眼

里，认为有产者一切活动的基本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削无产者，榨取剩余价值。剥削

阶级历来只讲物质财产对于其所有者自由的重要性，而不讲劳动成果对于劳动者自由

的重要性，以致虽然在哲学上宣扬“人本主义”，却在经济学上把劳动等同于物，根本

不承认劳动者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竭力论证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得的神圣不可侵犯

性，他们片面强调“资本”“土地”的重要性，割断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关系，认为资产者

的财富都是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自然产生的，资产者对这些财富的占有则是

“天赋 ”的恩赐。

由此，我联想到了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赚钱是天职的观

念使得人们勤奋努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但是，有人赚钱多，有人赚钱少，

必然会发生两极分化，但对于这个结果是否合理，对人类由于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因贫

富悬殊而引起的阶级斗争则视而不见，不予考虑。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实践使得人们对于“共同富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认
识。如何看待共同富裕、带动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着精辟的回

答，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

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

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

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可见，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说这部分人可以用自己的先富来压抑其他人乃至整个社

会走向共同富裕，而是要求先富的人，不仅要有利于而且要带动其他人和社会逐步走

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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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共同富裕是人类的一个最美好的理想，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理想境

界。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乌托邦式的让整个人类、整个社

会一齐进入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需

要我们深入研究。

三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１２０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毛泽东思想，重新学习他老人家的革
命精神，对于当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根本原因是得

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群众路线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党要在新的历史时

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必须坚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

想的指导。

习近平同志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讲话

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习总书记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

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

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

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前，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

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在为我国社会

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作为一名高校教师，

我要努力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工作，爱岗敬业，勤勉尽职，关心

学生，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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