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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好的家风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是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源头。社会是无数个家庭的
组合，良好社会风气是无数家庭良好家风的高度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修身、齐
家，才能治国平天下，那些志士仁人都非常看重培养良好家风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影响
社会、影响国家。家风连着党风，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好的党风。一部家风就是*人生的一
个闪光的故事集。在改革开放，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重温*的家风，我
们一定会从中汲取生命的有益营养，从而增添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为中心，以家风为线索。将*和家人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使得读者既清晰家风的
来龙去脉，又更深层次地把握*和每一个家人、亲人的关系。读*的家风，看*的家人、家
世、家事，品*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一部*的家风可谓是一部革命家为人处世的
教诲录，也是一部政治家勤俭廉洁的活纪录。本书从大量的史料中选取了一百多个关于
“*家风”的故事，每个故事一个主题，考证翔实，内容翔实，非常具有感染力。全书共
分为“家族传承篇”“生活俭朴篇”“自律廉政篇”“公而忘私篇”“公仆垂范篇”五
大部分。每一部分都包括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故事，每篇故事都有一个思想主题，分别从
不同的细节体现出“家风”这一大方面。故事生动细腻，通俗易懂；思想明确，说服力
强。这是对伟人美德的挖掘，也是对伟人美德的普及。既有文化传承的价值，又有现实
教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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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家风，指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即家庭所有成员共同尊
崇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俗称门风。《颜氏家训》说：“笃学修行
，不坠门风。”中华民族向有重视家风的传统，留下许多著名家训、家规，成为宝贵的
精神财富。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良好的家风，不仅会形成温馨阳光的家庭氛围，造就
和睦健康的家庭，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学风、民风、政风、党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是民族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好的家风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是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源头。社会是无数个家庭的组合，良好社会风气是无数家庭良好家
风的高度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那些志士仁人都非
常看重培养良好家风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影响社会、影响国家。人皆有家，有家就有家
风。好家风，从小处说，可营造父慈子孝、婆媳和睦、子孙出息的幸福家庭。从大处说
，可影响社会，造福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正能量。以德治家，重视家风，严于
律己，管好家人，于国于家于个人，都将产生极大的效益。毛泽东的家庭，在很长的时
间里，曾经是一个谜。战争年代，被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
，又隐迹于红墙深院之内，接触的人不多。许许多多的家事，都鲜为人知。从毛泽东率
领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的1936年，到他告别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眠不起的1976
年仙逝，从他的朋友到他的敌人，亿万人都关注着毛泽东，关注着这个开创了一个伟大
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写了中国人的命运，并影响了世界的伟人。同时，人们也
深切地关注着他的家庭，渴望了解他的家庭生活的真情实貌。毛泽东的家庭，有着同千
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美好的情感和操守，也有着同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的酸甜苦
辣，坎坎坷坷，悲欢离合。有欢笑，有眼泪，还有难言的苦涩。毛泽东的家庭，有着五
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时代浪潮共同熏染的斑斓底色，也有着革命领袖家庭独特的
韵味和风采。如果说40年前，人们关注毛泽东的家庭，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好奇，那
么，今天的人们更多地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希望从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和他的家风身上
，寻找人生的启示和参照。有些东西是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为全人类长久共享的。作
为一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时间越久，越散发
出怡人的芳香和警世的作用。往事已矣，巨人长眠。激情燃烧的岁月渐行渐远，但毛泽
东的家风却依然长存，仍然是治家保国的宝典。家风就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
可以照出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道德，可以照出他的信仰、理想、追求，也可以照出他
的品德是高尚还是卑鄙，心灵是美好还是丑恶。毛泽东家风也不例外。我们同样可以通
过知晓毛泽东的家风，来了解和欣赏这笔精神财富，从而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毛泽东的人
生风景和心路历程。毛泽东和他的父母亲、妻子、子女和儿媳刘思齐、邵华的故事。从
毛泽东这个个体的“人”和人性上，发掘和赏识毛泽东作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生活情愫



。本书以人物为中心，以家风为线索。将毛泽东和家人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使得读者既
清晰家风的来龙去脉，又更深层次地把握毛泽东和每一个家人、亲人的关系。读毛泽东
的家风，看毛泽东的家人、家世、家事，品毛泽东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一部毛
泽东的家风可谓是一部革命家为人处世的教诲录，也是一部政治家勤俭廉洁的活纪录。
家风连着党风，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好的党风。家风是藏在生命深处的感动，而且比金子
还珍贵，比春风还温暖。一部家风就是毛泽东人生的一个闪光的故事集。家风犹如陈年
老酒，愈陈愈香。而读家风，其实就是听来自生命深处的那一份感动，生命中可与不可
承受的重与轻，都成为一种宝藏。在改革开放，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重温毛泽东的家风，我们一定会从中汲取生命的有益营养，从而增添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胜利地去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任务
。
家风，指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即家庭所有成员共同尊
崇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俗称门风。《颜氏家训》说：“笃学修行
，不坠门风。”中华民族向有重视家风的传统，留下许多著名家训、家规，成为宝贵的
精神财富。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良好的家风，不仅会形成温馨阳光的家庭氛围，造就
和睦健康的家庭，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学风、民风、政风、党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是民族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好的家风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是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源头。社会是无数个家庭的组合，良好社会风气是无数家庭良好家
风的高度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那些志士仁人都非
常看重培养良好家风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影响社会、影响国家。人皆有家，有家就有家
风。好家风，从小处说，可营造父慈子孝、婆媳和睦、子孙出息的幸福家庭。从大处说
，可影响社会，造福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正能量。以德治家，重视家风，严于
律己，管好家人，于国于家于个人，都将产生极大的效益。毛泽东的家庭，在很长的时
间里，曾经是一个谜。战争年代，被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
，又隐迹于红墙深院之内，接触的人不多。许许多多的家事，都鲜为人知。从毛泽东率
领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的1936年，到他告别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眠不起的1976
年仙逝，从他的朋友到他的敌人，亿万人都关注着毛泽东，关注着这个开创了一个伟大
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写了中国人的命运，并影响了世界的伟人。同时，人们也
深切地关注着他的家庭，渴望了解他的家庭生活的真情实貌。毛泽东的家庭，有着同千
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美好的情感和操守，也有着同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的酸甜苦
辣，坎坎坷坷，悲欢离合。有欢笑，有眼泪，还有难言的苦涩。毛泽东的家庭，有着五
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时代浪潮共同熏染的斑斓底色，也有着革命领袖家庭独特的
韵味和风采。如果说40年前，人们关注毛泽东的家庭，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好奇，那
么，今天的人们更多地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希望从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和他的家风身上
，寻找人生的启示和参照。有些东西是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为全人类长久共享的。作
为一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时间越久，越散发
出怡人的芳香和警世的作用。往事已矣，巨人长眠。激情燃烧的岁月渐行渐远，但毛泽
东的家风却依然长存，仍然是治家保国的宝典。家风就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
可以照出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道德，可以照出他的信仰、理想、追求，也可以照出他
的品德是高尚还是卑鄙，心灵是美好还是丑恶。毛泽东家风也不例外。我们同样可以通
过知晓毛泽东的家风，来了解和欣赏这笔精神财富，从而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毛泽东的人
生风景和心路历程。毛泽东和他的父母亲、妻子、子女和儿媳刘思齐、邵华的故事。从



毛泽东这个个体的“人”和人性上，发掘和赏识毛泽东作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生活情愫
。本书以人物为中心，以家风为线索。将毛泽东和家人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使得读者既
清晰家风的来龙去脉，又更深层次地把握毛泽东和每一个家人、亲人的关系。读毛泽东
的家风，看毛泽东的家人、家世、家事，品毛泽东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一部毛
泽东的家风可谓是一部革命家为人处世的教诲录，也是一部政治家勤俭廉洁的活纪录。
家风连着党风，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好的党风。家风是藏在生命深处的感动，而且比金子
还珍贵，比春风还温暖。一部家风就是毛泽东人生的一个闪光的故事集。家风犹如陈年
老酒，愈陈愈香。而读家风，其实就是听来自生命深处的那一份感动，生命中可与不可
承受的重与轻，都成为一种宝藏。在改革开放，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重温毛泽东的家风，我们一定会从中汲取生命的有益营养，从而增添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胜利地去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任务。邹本涵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习*本书从“家风”这个微而显的视角，透视伟人毛泽东生平的优良作
风和精神遗产，全书透着浓浓的温情，充满正能量。——董志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家庭生活会家庭生活会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日子艰苦、环境简陋时经常举行家庭会议，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和平岁月，各方面条件都逐渐改善了很多的情况下，他依然适时地召开家庭会议，教
育家人不能搞特殊化，要艰苦朴素。谈起父亲的家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曾说过这样一
句话：“父亲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她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求他们要艰苦朴素。新
中国成立以后，要求他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就行；还要求他们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重，要对他们友爱。让李敏至今记忆犹新的是
，父亲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送了一桶咖
啡和牛奶、面包，要给毛泽东的孩子们改善伙食。大师傅就给孩子们煮了牛奶，弄了咖
啡、面包、黄油，孩子们兴高采烈、美滋美味地享用了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平时，他们
的早饭都是简单的稀饭、咸菜、馒头片。馒头不是圆的，是那种长条形的，切成片以后
蒸出来吃，这在当时是再普通不过的标准饮食了。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召开了
一次家庭会议，对孩子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上，毛泽东首先让大师傅报告了每个月
的伙食标准，然后严肃地告诉孩子们生活不能超标。他批评孩子们不许这么吃，要求他
们吃中国饭，要喝稀饭、吃馒头片。他说，馒头是中国的面包，香得很。孩子们有的觉
得爸爸太严厉了，喝点牛奶、吃点面包都要挨批评，有点儿过分。李敏作为毛泽东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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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还能够接受这种批评，毕竟她苦吃得多些。而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由于年纪太小
，被父亲批评后一下子就哭了。因为这也不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所以李讷觉得很委
屈。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说：“后来我儿子也穿他爸爸穿过的衣服，妹妹穿
哥哥的衣服。”其实，并非他们没有条件过得好一些，当年一些国家元首送给毛泽东的
贵重礼品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毛泽东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
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就送幼儿园，是茶叶
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东西从未落到过家人或孩子们的手中。李敏说：“我们这些
孩子大都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孩子们
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以后，毛泽东就不再补贴他们，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应
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李敏说，自己参加工作后，就从未向父亲要过钱，父亲也说
到做到，从未再给过她一分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不断地教导
自己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和全国人民一样，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养成勤俭持
家、勤俭建国的好品德。1950年7月15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毛泽东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让卫士长李银桥通知他的生活秘书和炊事员到菊香书屋的东客厅里，参加他要召开的
家庭生活会。江青、李敏、李讷、李云露、王博文已经得到了通知，都早早地来了。人
员到齐以后，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从他的办公室走过来，到屋中间的沙发上坐下。
看看大家，然后很和蔼地对大家说：“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奋斗，从而赢来了今日的胜
利。这个胜利是伟大的，但和以后的胜利比起来，也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走过的第一步。
”江青向毛泽东看了一眼，好像不大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家庭会上讲这样的话。毛泽东
觉察到了江青的目光，吸了一口烟，又环视一下在座的每一个人，继续说道：“大家晓
得，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我们刚刚建国，要自觉地发扬延安精神。今日我们
来检查一下，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做到了呢？”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好先讲
话。毛泽东看了看李讷和李敏，点名说：“你们两个在吃饭时，提出过特殊要求吗？”
李敏只得说：“爸，我让炊事员叔叔准备过面包，因为我在苏联吃习惯了⋯⋯”李讷接
着小声说：“我也去过苏联，也要求过吃面包⋯⋯”“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严肃地
批评两个女儿说，“别人都在吃小米饭、吃窝头，你们却要求吃面包，这是搞特殊嘛！
”炊事员为毛泽东的两个女儿辩护说：“主席，孩子们的这点要求不能算搞特殊。现在
生活条件允许，很容易办得到。”生活秘书也说：“李敏、李讷每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吃两个面包也是应该的。”江青不说话，只是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却动气地说：“她们
是我毛泽东的孩子，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孩子，绝不允许搞一点点特殊！现在全国人民
每个星期天都能吃上面包吗？不能嘛！我毛泽东的孩子更要自觉呢！”李敏感到压力很
大，主动检讨说：“我在苏联一直吃面包，认为这就是饭，不知道这样做就是搞特殊。
今后我一定注意，一定按爸爸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李讷的年龄毕竟小一些。在这种气
氛下哽哽咽咽地哭了起来。江青忍不住批评说：“哭什吗？没出息！以后改了不就完了
！”李讷擦着眼泪说：“爸，我改⋯⋯”“这就对了嘛！”毛泽东对小女儿说，“你在
陕北是吃过黑豆的，现在总比那时强得多嘛！莫哭了，今日我给你们的伙食重新规定个
标准，不允许随便改动。”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也都表了态，表示一定认真执行毛主席制
定的新伙食标准。这次家庭生活会开得很好，使孩子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后来
，毛泽东逝世后，《扬子晚报》有位记者采访李敏，她的印象是：李敏着装朴素，留着2
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短发；她白白净净，一说话就微微一笑；她和蔼可亲，像一个慈
祥的母亲。尽管李敏今年已70多岁了，但任何事情她尽量自己做，不给儿女们增加麻烦



。她对记者说：“我眼睛不好，很少出门，不过多地会客，就在家里的厅里走动做一些
锻炼。我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和军事频道，再看看有关农业节目。喜欢听听音乐，但喜欢
听老歌和红歌，现在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听起来不习惯。”她说，“从小父亲就教导我
，穿衣要艰苦朴素，和普通百姓一样生活。我从小就牢记这一点。现在我已经彻底地平
民化了。我如果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认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参见刘仲文、于凯夫主编：《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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