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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青之子毛新字解码红色家史

2007年4月2日上午，毛岸青的追悼

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数

千人到现场为其送别。毛岸青的身世与家

庭一时间广为世人关注。

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及

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是许多学者、专家研究

的课题。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有一位年轻

的学者身份十分特殊。他就是毛泽东的嫡

孙、毛岸青的爱子、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正团

职研究员毛新宇。

毛新宇身材相貌颇似爷爷毛泽东，身

材魁梧，长相敦厚，言谈中时常透出睿智。

谈及自己最爱戴和崇拜的主席爷爷以及自

己所处的红色家族，毛新宇滔t舀不绝。他讲

述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故事，也是两代人的

故事，故事里有历史的回忆，也有今天的顿

悟⋯⋯

尽管跟爷爷接触的印

象比较模糊，但对爷爷有很

深厚的感情

爷爷是我的‘上帝’，我崇尚中国历史

上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等英雄人

物，但我最崇拜的是我爷爷。”一见面，毛新

宇直言不讳。谈起自己的爷爷，毛新宇总是

流露出一种虔诚和敬仰。当人家像称呼马

克思、恩格斯一样，习惯直呼毛泽东的名字

时，他却虔诚地敬称“我爷爷”或“毛主席”。

话语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豪感。

1970年1月间，一个暖冬的日子，冰

雪微融，腊梅初绽，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呱呱

坠地。这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就是毛泽东的

唯一嫡孙、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与邵华的

儿子。晚年的毛泽东为长孙的降临感到十

分高兴，真是亲情绵绵、期望殷殷，端详着

孙子，亲自为他起了一个寓意很深的名

字——“新宇”。“我的名字是我爷爷取的。

新宇，代表新的天地，老人家希望我将来会

对社会、对国家作出贡献。”

爷爷1976年9月去世时，毛新宇还不

到7岁。1976年下半年的好几个月，毛新

宇终身难忘，自己的家放满了白色的花圈、

挽联，看到这些他不免有些受感染，很难

过。毛新宇回忆，爷爷逝世后的第二天中

午，他找父母一块儿吃饭时，发现气氛有些

不对劲。“爸爸、妈妈，还有照顾我爸爸的一

个医生，大家都不说话，也不吃饭。爸爸妈

妈和医生都在抹眼泪，我就知道出什么事

了。”主席逝世的消息是邵华当时亲口告诉

儿子的，说“你不能再淘气了，告诉你一个

不幸的消息。爷爷去世了。”一听，毛新宇就

愣了⋯⋯

说到爷爷，发生在1977年夏天里的那

件事至今令毛新宇记忆犹新。7岁的小新

宇在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哈

尔滨。主席当年的一个警卫员得知毛岸青

一家来到冰城，特别是当他知道主席的小

孙孙也一起到来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在

见面的那一天，有人向他介绍那个胖乎乎

的、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子就是主席的孙子

时，他一下子把小新宇紧紧搂抱在怀里，失

声痛哭。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小新宇吓懵

了，年幼的小新宇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个满

头银发的叔叔的举动。成年以后，毛新宇每

每忆及此事，他才深深感悟到那是一名普

普通通的战士对主席真挚而深厚的爱的流

露啊!

毛新宇虽然和自己的爷爷毛泽东同在

中国大地上生活了6年零8个月，然而祖

孙俩连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甚至连一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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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读者签名。读者排起长长的队伍，有

的甚至排了好几个小时。这样的场面，对于

毛新宇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为了满

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在一个上午，毛新宇就

＼ ．

这样连续3个小时，一刻不停地为读者们

签名，直到新华书店所有的备货全部售完。

样的合影照片也没留下。虽说爷爷去世时 毛新宇非常清楚，广大群众的热情完全是

他年龄尚小，虽说他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的 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

时间极有限，且跟爷爷接触的印象比较模 刚刚出版的新书《爷爷毛泽东》，自然

糊，但爷爷对毛新宇的影响却最大。 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他告诉记者，为写这
：

他与爷爷毛泽东一样，酷爱历史。他 本书，他花了3年时间，2000年他写《我的

说，我199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 伯父毛岸英》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有很多
走，去重新寻找爷爷当年的足迹。1966年7

后，1995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部学习， 读者希望他能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于 月16日，星期六。73岁高龄的毛泽东登上

获得硕士学位，现在E]tJN博士毕业于军事 是2001年的时候着手酝酿，随后进行了紧 W506快艇检阅百舸争流的游泳大军。时隔

科学院。“从上大学到读博士，我都是学习 张的资料收集、创作。 36年之后，也是一个星期六。毛新宇，这位

和研究历史的，只不过方向有所不同。我受 毛新宇深爱爷爷，从少年时代开始，他
毛泽东惟一的孙子，也踏上了当年的这艘

老人家的影响，很喜欢历史。我爷爷对历史 每年都要回韶山，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搜
快艇。看着滚滚长江水，毛新宇豪情大发，

他这样评价爷爷毛泽东：“从我的内心

来说，对爷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对他

老人家十分的崇拜，十分希望他老人家还

活在我们身边；从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看，爷

爷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无产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缔

造了新中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从个人品质来说，他的品德

十分的高尚，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父；从知识

结构和才能来讲，他有十分渊博的知识，在

政治、军事、哲学、经济甚至教育等领域方

方面面，都堪称一代大家；在艺术领域，他

的诗词和书法，是现代的一般中国人所无

法比肩的；他的个人兴趣，也十分的高雅，

他有超乎于常人的坚强的意志，他有海一

般宽阔的伟大的胸怀。他崇高的人格魅力

和高尚的个人品德，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古

老民族的象征。”

如今，每逢爷爷的祭日和生日，毛新宇

都要和家人去纪念堂或韶山，深切缅怀他

最崇拜的爷爷。

多年追寻爷爷毛泽东

的足迹，重温那段激情燃烧

的红色历史

2003年11月5日，北京王府井书店。

承纳200多人的多功能厅被挤得水泄不

通。原来，西装左胸上佩戴着一枚主席像章

的毛新宇，正在这里为购买《爷爷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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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主席的有关资料。《爷爷毛泽东》以经济

建设为主线，以毛泽东洞察国际形势为背

景，书中采取故事形式，按历史顺序真实生

动地展现了毛泽东生平。把毛泽东生平分

为“走出韶山”、“舍家为国”、“星火井冈”、

“挥师闽赣”、“长征路上”、“陕北岁月”、“小

村纪事”、“在新中国”八大历史阶段，真实、

生动地刻画了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纪伟人的

理想追求、思想情感和历史伟绩。据悉，本

书是毛新宇多年追寻毛泽东足迹、依据多

种档案文献、采访部分革命前辈、对爷爷毛

泽东感情聚集迸发的力作，表达了对亲人

的深切怀念和对伟人的无比崇敬。

武汉这个城市，就毛新宇看来，是一个

特殊的地方，毛新宇到武汉已经不下5次

了。毛泽东生前到武汉共有36次之多，毛

新宇说，凡是爷爷到过的地方，他都要走一

他说，自己有20多年游泳史，最远能游10

华里，但是还从来没有在长江游过。久久凝

视着爷爷当年在716艇上挥手致意的照

片，毛新宇说：“爷爷畅游长江给了我博大

的胸怀与顽强的毅力。”沉思片刻之后，毛

新宇提笔写下“永远怀念敬爱的爷爷毛泽

东”12个大字。

毛新宇这个新时代的青年学者追寻爷

爷的足迹，来到南昌、井冈山、瑞金、吉安、

延安、遵义⋯⋯

在沙洲坝，眼前映人一口平平常常的

水井，井旁是一块石碑，上面刻写着“吃水

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几个大字。

毛新宇的心又一次被清亮的井水感动了。

村民说，这是当年毛泽东亲自带领当地人

民挖的，直至今日，这口井的水依旧清澈纯

净，仿佛它带着爷爷的嘱托，用整个身心，

浸润着干渴的人们。在这里，毛新字仿佛看

到了爷爷的身影。

让毛新宇魂牵梦绕的另一个地方，’是

革命圣地延安。他的步履曾4次踏上这块

土地。伫立在爷爷当年耕种过的一块菜地

上，毛新宇的眼眶湿润了。泪眼迷蒙中，爷

爷清癯坚毅的面容、爽朗刺天的笑声又幻

现出来。用什么方式回应爷爷呢?一位善解

人意的70多岁的老大爷默默地牵来一头

黄牛。毛新宇从老大爷的手里接过犁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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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踏着爷爷当年的脚印，一步一步、一行一

行，把那块菜地翻得泥土飞香。临了，老大

爷又默默地牵着毛新宇的手，从一个白布

袋中掏出大捧的葵花子塞入他两个衣袋。

这分明是内涵无尽的至爱之情啊!毛

新宇激荡的心潮化作了“信天游”：“杨家岭

哟／山洼地哟／一道道黄土地一坡坡绿／

爷爷当年种菜地／锄头举起雷声密⋯⋯／

我学爷爷来种地／锄头举起汗滴滴／白白

的云彩蓝莹莹的天／铁样样的江山打在人

心里⋯⋯”

毛新宇跟母亲邵华一起“重走长征

路”，到了甘肃会宁，这里是纪念当年红军

三大主力会师之处。60年过去了，当地人

民仍很怀念毛主席。由于毛新宇是毛泽东

的后代，到哪里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

毛新宇和母亲到甘肃会宁，群众把招待所

围起来要看主席的亲人。在会场，许多人拥

上台要和毛新宇握手。离开甘肃会宁。毛新

宇又到了宁夏六盘山，在这里爷爷曾写下

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毛新宇还来到了离

将台堡不远处的一个回民村中，发现回族

百姓至今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原来在1935

年爷爷率红军长征。曾进驻此村，爷爷和红

军将士们十分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村民十分爱戴红

军。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一

年，全村人没有忘记把自己救出苦海的大

救星，集资3万元．在村口立了一块石碑，

上刻“一代天骄，民族救星”。耳闻目睹到这

些，毛新宇感叹多多。人民群众献给爷爷的

这座纪念碑，从此镌刻毛新宇心中。

毛新宇还曾多次到湖南各地及西柏坡

等地方访问、考察。他特别乐意了解民情和

社会的真实情况。在母亲邵华的鼓励和支

持下，他在一些工矿企业、合资饭店工作、

学习过，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及管理经

验。

读书是毛新宇的主要乐趣，而他读的

书大多都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书以及毛泽东

的书和别人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毛新宇一

方面通过书本学习知识，另一方面也喜欢

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毛

新宇对于北京的一些古迹，例如故宫、颐和

园等都很熟悉，说起每一个景点，他都能给

你娓娓道来。对于毛新宇来说，不管在什么

场合，他更多津津乐道的是有关毛泽东的

故事。

体育锻炼是毛新宇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项内容，游泳，长距离的步行和爬山

是他经常性的活动。尤其是爬山，由于他住

的地方离香山比较近，他几乎每隔几天就

要爬一次香山。毛新宇对香山非常熟悉，对

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更加亲切。1949年，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一起离开西柏坡，毛

泽东说这次是进京赶考，到达当时的北平

后，就住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在这里，指挥

了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开国大典前不

久才搬到中南海居住。如今，双清别墅已经

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纪念地。“这个亭啊，

当时拍了两张照片，一幅就是我伯父毛岸

英跟我爷爷他们坐在这儿谈笑风生那一

张，还有一幅就是他老人家坐在这儿看报

纸，就叫‘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这

里。”

日常生活中时时现出

祖父的遗风，最好的纪念是

传承一种精神上的财富

高高胖胖的身材，一张憨憨的脸，身着

I一袭普通的制服。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毛泽

I东的孙子，毛新宇始终为自己的家族自豪，

I但走在人群中，很难将毛新宇同其他人区

分开来。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是毛泽东的

l孙子，记者很难把眼前性格沉稳的毛新宇

I和一代伟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提到爷爷，毛新宇仿佛一下打开了话

l匣子，言语间对爷爷充满了崇敬。他说，他

}心中最崇拜的人便是爷爷，正是爷爷和无

l数的革命前辈一道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

i正是在爷爷的影响下，他对历史有了浓厚

I的兴趣，上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了历史。说起

l当前的改革时，毛新宇说：“中国不改革就

l没有出路，就像当年我爷爷他们不革命中

I国就没有出路一样。”说到动情处，毛新字

I的大手一挥——那语气、那神情颇有领袖

l的遗风。

从很小的时候起，妈妈邵华就有意识

l地让毛新宇背诵爷爷的诗词以及中国传统

I的文化知识。传统文化的熏陶。播下的是一

I颗饱满的种子。高中时。毛新宇初步接触了

l浅显的哲学知识，后来对历史和哲学渐渐

j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了马列主

} -= 一i
l．．．．．．．．．．．．．．．．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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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观，同时也触

动了他思考、了解和研究爷爷辉煌人生的

念头。他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尤其酷爱研读

奠
东思想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些年

=!来，朱乔森老师除集中研究中共党史和毛
豫
决 泽东思想外，还花了大量时间，整理出版

一f《朱自清全集》，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弘

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在中央党校，毛

新字还有一位导师，是我国党史界的著名

专家陈诗惠。“她对我帮助很大，还像慈母

一样爱护我。”

硕士毕业后，毛新宇在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从事过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从

2000年始，毛新宇在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方向是军事历史。在这里，他的

- ≮_
’

剿08塑蝼术

导师刘国语是少将研究员，也是我国军战

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他是军事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

军事科学院学位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有许

多学术著述。刘国语老师对我帮助很大。”

同时，他念念不忘博导江英教授近几年来

给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支持与教导。

他说，学习历史很重要。不学历史我们

永远幼稚。主席曾说过，历史是用来借鉴

的，古为今用。历史的很多问题，牵涉到传

统文化的继承问题。据了解，上大学不久后

的1990年，毛新宇就在西安参加了一个全

国青年史学会议，并写了一篇文章《不学历

史我们永远幼稚》，该文发表在当年的《求

是》杂志上。

作为家里的纪律和从小养成的习惯，

毛新宇一般不在外面吃饭，偶尔在饭店里

吃饭，他也只是点几个自己熟悉的爱吃的

菜。毛新宇的日常生活中，也时时现出其祖

父的遗风。他一样喜欢吃红烧肉，喜欢游

泳、登山，阅读、唱京剧。记者问他，你的书

法如何?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这可就不是

遗传了”。

毛新宇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爱唱歌

和下象棋。中国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他几乎

全部会唱。为了表达对爷爷的崇拜之情，他

创作并录制了光盘《我给爷爷唱新歌》和

《挥锄》。在长沙第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

节上，毛新宇应邀与毛阿敏、刘欢、那英等

众多明星一起亮相，并演唱了一首歌唱爷

爷毛泽东的有湖南风味的民歌。

采访中，毛新宇表示，他不会走从商这

条路，自己没有这个兴趣，爷爷的家教让他

也无法走上这条路。他说：“爷爷有一句口

头禅，我从不摸钱，我最讨厌摸钱。当然，他

给他的卫士支援点钱，他的卫士说主席我

不要。我爷爷就很风趣地说，怎么，你想让

我摸钱吗?卫士赶紧把钱接过去。”说到从

政毛新宇这样说：“就从政来说，我觉得现

在中国最大的政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是需要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那么说我们

全家不光我的使命，包括我妈妈的使命、终

身的使命都要宣传毛泽东思想。”

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青年历史学者，

毛新宇曾出版过20万字的论文集《朱元璋

研究》，还主编过《毛泽东眼中的五大帝

王》、《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年
辑录》等书；主持过电视专题片《女红军将

领的风采》；创作了12集电视连续剧《一代

贤后》⋯⋯说到在博士毕业后的计划，毛新

宇表示，他愿意做研究工作，将主要研究主

席的军事战略思想。他认为做学问比较适

合自己。如今，他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目

标，新的时代为他的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

内容和特征，他信心百倍地在自己热爱的

领域里耕耘着美好的未来。

2007年3月23日，毛岸青因病医治无

效在北京逝世。生前，只要毛岸青在家。毛新

宇喜欢陪父亲下象棋。毛岸青从年轻时就喜

欢下象棋，善于用炮，毛新宇则喜欢用马，棋

盘上往往打得你死我活。毛新宇认为，父亲

是一本大书，他够自己品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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