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程、李青霞 韶山報道）今

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

120周年紀念日，來自全國

各地的數萬民眾湧入毛澤東

的家鄉湖南韶山，並從前晚

至昨日上午聚集在毛澤東銅

像廣場，按照當地習俗，放

鞭炮、唱紅歌、焚香祈福，

通宵為毛澤東「守壽」（祝

壽）。有遊客表示，現代

人應該繼承毛澤東時代

的艱苦奮鬥精神。

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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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忠、劉鑫、
張帆 河北報道）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
村，這個位於太行山麓邊上的平凡小山
村，因為半個多世紀前的一場偉大勝利
讓世界記住了這裡。1948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進駐西柏坡
村。在這裡，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指揮
了三大戰役，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在
這裡，新中國成立的元勳們謀劃了「建
國大業」，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
在這裡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與
「進京趕考」，讓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
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生觀、價
值觀並接受人民群眾的考驗。
2013年 12月 26日，是毛澤東誕辰
120周年華誕，近日本報記者專赴西柏
坡村，與當地黨員、群眾們重溫崢嶸歲
月。 在與平山縣群眾的交流中，他們

表示：「我們永遠懷念毛主席！」
據老鄉回憶，毛澤東在西柏坡村只是

居住在一戶普通的農家小院裡。在繁忙
的工作之餘，毛澤東還時常去村外的田
邊散步，一邊查看莊稼的長勢，一邊詢
問老鄉收成如何、能不能吃飽等問題。
在稻田裡，毛澤東還親自向西柏坡老鄉
講授育秧插秧的種稻方法。他對這裡的
鄉親、這裡的環境感到親切與熟悉，絲
毫不亞於他居住了十多年的陝北。
毛澤東在西柏坡雖然只有短短十個

月，但毛澤東在西柏坡領導全黨全軍進
行的偉大革命實踐，在中國革命史上豎
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創造了寶貴的精
神財富，也給西柏坡人民留下了無盡的
懷念和追思。

走上紅色旅遊致富路
如今的西柏坡可是和過去不一樣，路

也寬了，交通也方便了，人民群眾也致
富了，一片欣欣向榮。西柏坡村老書記
閆青海說，西柏坡這幾十年的變化非常
的快，老百姓這幾十年來生活一天一個
樣，村子裡的公路也修得不錯，農民現
在的住房也不錯，生活條件越來越好，
現在我們這年人均收入超過一萬元。村
子裡開旅遊飯店、旅店20多家，每天
來旅遊人數有五六千人。

西柏坡老鄉憶主席教插秧

人民日報：毛澤東居領袖首要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人民日報》昨日在第七版
刊登署名陳晉的文章，高度評價毛澤東領導
黨和人民建立的歷史功績，以及他特殊的歷
史地位和深遠的歷史影響，指改革開放以來
中共逐步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重要評價。體會
這些評價，有助於深入認識毛澤東作為歷史
偉人的具體特點和豐功偉績。
文章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

多次談到，「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
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
取得勝利」。到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
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
下簡稱《歷史決議》），正式表達了這個論
斷。《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
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
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此後，中共的主要
領導的有關講話以及相關文獻，都一以貫之
地使用了這個評價。
老一輩黨和國家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是
一個不可分割的領導集體。中共對毛澤東在

這個領導集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先後使用了
三個逐步遞進的評價。第一個評價是首要地
位，即「不應該低估領袖們的重要作用。在
黨的許多傑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於首要
地位」。二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
心。三是中國共產黨、解放軍、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偉大愛國者和民族英雄
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來看毛澤

東，中共的評價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
愛國者和民族英雄」。這是江澤民1993年提
出來的，胡錦濤2003年繼續使用這個評價，
並進一步說，毛澤東同志「是領導中國人民
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
人」。
隨着改革開放深入，從1993年紀念毛澤東
誕辰100周年到200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
年，中共逐步形成這樣的表述：在黨和毛澤
東同志領導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成為了我

們「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的基本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
「為古老的中國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闊步走
向繁榮昌盛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
理論和實踐基礎」；「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
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
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據中新社26日電 在12月25日前幾日，央視一套的
黃金檔電視劇《聶榮臻》的播出速度在悄然加快，
由每天兩集變為三集。25日，央視一套和湖南衛
視同時推出50集史詩巨製《毛澤東》。

這些天，各地紛紛以不同方式紀念這位時
代偉人。一批電影、電視、圖書、音樂
會、書畫展、主題展、研討會、座談
會、紀念郵票、實景演出等陸續與
公眾見面。在湖南韶山、江西南
昌、陝西延安、河北西柏坡這
些中國革命標誌性地方，
一系列簡樸而隆重的座
談會及紀念活動陸續
展開。

央視黃金檔播《毛澤東》

萬民聚韶山萬民聚韶山

民眾盼繼承毛澤東艱苦奮鬥精神
通宵為祝壽
從25日下午5點左右開始，韶山高速收費

站就開始排起了長龍，來自全國各地的
車輛陸續湧向韶山。據收費站工作人員介
紹，由於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特殊年
份，今年過來的車輛比往年至少多了三分之
一。

旅館房間早爆滿
在韶山城內，幾乎所有的賓館、旅社幾天
前就早已預訂一空，甚至是一些餐廳內也人
滿為患。來自貴陽的杜先生由於沒有訂到房
間，一家4口只能在一家餐館內暫時休息，
他告訴記者，他自小就十分崇敬毛主席，儘
管沒有房間他還是堅持要在這一天來緬懷主
席，等晚上12點過完主席誕辰，全家再連夜
開車返回貴陽。
隨着時間的推移，來自全國的百姓紛紛聚
集到了毛澤東銅像廣場，到晚上10點，廣場
上已佈滿數以萬計的群眾。效仿當地習俗，
群眾們大都選擇了傳統的方式向偉人表達敬
意，在銅像廣場後方設置的爆竹燃放點，鞭
炮聲源源不絕，不停的煙花將廣場上空映得
宛如白日，在一片空地上更有無數人在焚香
祈福。一旁的消防官兵告訴記者，通宵燃放
的煙花爆竹，算下來比全國大部分城市春節
燃放的都要多。

放煙花唱《東方紅》
25日時至晚上11點50分，廣場上喧鬧的人
群突然安靜了下來，大家都開始默默倒數，
等待着凌晨時刻的到來。這時，人群中突然

傳來一聲「東方紅，太陽升……」，隨後整
個廣場上的數萬人都附和着開始唱起了《東
方紅》。伴隨着響徹天際的歌聲，零點的鐘
聲也敲響，大家紛紛閉上雙目，向主席表達
敬意的同時也許下美好的心願。
鞭炮、煙花、歌聲此起彼伏，人群一波接

一波從四面八方持續湧進廣場，這樣的狀態
維持了一整夜。

萬人同吃福壽麵
26日清晨的韶山並未因為徹夜未眠而顯出

疲態，反而越發振奮。早上6點，在銅像廣
場北側的韶山村委會，當地人架起了幾口大
鍋，開始了「萬人同吃福壽麵」。這是韶山
一年一度的傳統，無論你來自何方，只要是
當天來到韶山，當地人都會免費為你送上一
碗熱騰騰的壽麵。吃過壽麵後，銅像廣場上

又迎來了一輪新的高潮。
那些26日趕到韶山的群眾，開始慢慢聚集

在廣場上，與之前徹夜的狂歡有所不同，白
天的廣場則變成了一個大舞台。有人拿出自
己收藏的毛澤東紀念章，自豪的向旁人展
示；有人拉開架勢，唱起了經典的樣板戲；
更有人直接模仿起毛主席。其中一隊穿着八
路軍服裝的遊客，格外引人注意。
鄭先生告訴記者，他們來自延安，每年他
們都會組織隊伍在毛主席生日這天到韶山
來。「不僅僅是為了紀念毛主席，更重要的
是向人們宣揚毛主席的革命精神。」鄭先生
說，當年在延安那麼艱苦的環境之下，毛主
席仍能帶領大家解放全中國，再反觀如今不
正之風橫行，實在令人汗顏。「只要我們能
繼承毛主席艱苦奮鬥的精神，我們中國就一
定會強大！」

■■1212月月2626日清晨日清晨，，湖南韶山村村部湖南韶山村村部
大樓前坪擺滿了桌子大樓前坪擺滿了桌子，，村民和遊客吃村民和遊客吃
上一碗清香的福壽麵上一碗清香的福壽麵。。 中新社中新社

■12 月 26 日凌晨的韶山毛澤東銅像廣
場，民眾放鞭炮紀念毛澤東誕辰。 李程攝

■12月 25日下
午開始，來自全國各

地的群眾就開始湧向毛澤
東銅像廣場。 李程攝

■西柏坡毛澤東故居。

■市民向毛主席焚香許願。 李程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北京報
道）昨日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之
際，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收藏委員會
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彭令再次向「毛澤
東研究（專題）文庫」無償捐贈十二冊
革命文獻。
自200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

周年起，作為民間收藏家，彭令堅持向

毛澤東文學院「毛澤東研究（專題）文
庫」陸續捐贈與毛澤東同志相關的革命
文獻。時至今日，毛澤東文學院頒發給
彭令的收藏證書已有30多冊。
在此次彭令捐贈的珍罕革命文

獻——1941年中共黨內出版物《農村
調查》一書中記載：「一九四一年四月
十九日，毛澤東在校讀《農村調查》後
記中寫道，『嚴肅地堅決的保持共產黨
員的共產主義純潔性，與提倡並指導社
會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是我們在抗日
與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或缺的歷史
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
被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所腐化，也是不
可免與不必怕的，不要把反對黨內政治
腐化與思想腐化的鬥爭，錯誤的移到社
會經濟方面去了。中國共產黨是在最複
雜的中國環境中工作的，每個黨員，特
別是幹部，必須鍛煉成為懂得馬克思主
義策略的戰士，片面的簡單的看問題，
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這段講話既
往有多種版本，彭令的收藏有助於澄清
歷史的原貌。

民間收藏家捐歷史文獻

■彭令無償捐贈「毛澤東研究(專題)文
庫」的12冊革命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