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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地方文化

■薛正昌

毛泽东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地方志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与地方文化的渊源，一是“得江山

之助”的游历; 一是大量阅读古代典籍，包括地方志书。游历使他观自然而悟道，历名胜而通掌故; 大量典籍

阅读，使他通晓中国历史;大量地方志书的阅读，使他谙熟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体现了他深谙“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的治国思想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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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正昌 ( 1956— )，男，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与文化、旅游

文化。(宁夏银川 750021)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
在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学识宏富的杰出学者。他从青年时
代起，即广泛涉猎群书，读书生活伴随他的一生。他读中
国古籍，上自经史子集，下至稗文小说，无所不包，对中
国优秀的古代文化的汲取、继承和研究、运用，达到炉火
纯青的程度。地方文化史志典籍，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生与地方文化缘分甚浓，无论
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月，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
非常重视搜集和阅读“一方之总览”的地方史志，谙熟各
地山川形胜、物产资源、民俗风情、文化古迹。

毛泽东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和渊源，历史地考察，主
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得江山之助”的游历，一是大
量阅读古代典籍，特别是大量阅读地方志书，“新出版的
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他也多方搜罗”[ 1 ]。可见，
毛泽东渊博的历史学识，是在刻苦勤奋、孜孜以求的读
书经历中获取的。

一、地方志书所承载的地方文化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记载全国各地地情的地

方志书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地方志书包容的地方历史文
化，是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在记述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
并传承方面，地方志书是最全面、最为详尽的，如山川风
物、生态变迁、史迹人物皆在其中。尤其是后人追溯和审
视前代某一个地方的全部经历时，更唯地方志莫属了。

现在看到的地方志书，都是按一定的行政区划形成
的。从省志、府志，到州志、县志皆备。地方志书只记载本
地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涉及全国的事件和人物，基本
记载与本地区相关的内容，承载的是浓郁的地方历史文
化气息。因此，地域性、综合性、资料性、连续性，是地方
志书的四大特点 [ 2 ]。地方志书丰富的资料信息，科技信
息，包括农业、水利、气象、灾害，地方工商业发展史料、
宗教史料、文化景观、描写地方历史文化的诗文，中西文
化交流的内容等，它是历史遗留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因
此，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一书中，特别提到和介绍了中国的地方志书，并且引用
另一位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话说: “在中国出现的一
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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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
能比拟的。”[ 3 ]因此，毛泽东非常看重全国各地的地方志
书。

毛泽东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
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名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政
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也包括美学和宗教哲学等。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作两方面的调
研，其中之一就是向书本作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
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包括古人写的与当地有
关的诗文。这些历史文化信息的获取，就是借阅当地的
地方志书、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 [4 ]。

二、观自然而悟道
旅历自然与获取大量地方历史文化信息，实际上体

现的是两大方面的内容: 自然景观与地方文化。每一处
地方的自然文化景观里，都融注着地方历史文化。

中国地域辽阔，江山多娇，山水游历早就引起先民
们的浓厚兴趣。《史纪·五帝纪》载黄帝登名山、涉大江、
观沧海，足迹遍布东南西北，西周穆王御八骏而鹜六极
以远游万里的故事，亦令人向往。司马迁“得江山之助”

的感悟，深深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文人贤哲的心态。毛
泽东亦不例外，他极为推崇司马迁的游历和豪侠胸襟之
气，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讲堂录》中说:“欲
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
矣”，“游之为益大矣哉”。深得古人游历之“悟”。
《论语·雍也》篇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西汉初

年的韩婴解释说:“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子问，似有智
者; 动之而下，似有礼者; 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
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平，或物以正，此智者所
以乐水也。”“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
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体焉，出云道风，从 (耸 )乎天地之
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韩诗外
传》卷三 )这就是说，君子有山水之风。毛泽东“游之为益
大矣哉”所涵盖的丰富内容与古人观山水以比德的道德
品性的修养、意志的锻炼、人与自然关系的体会感悟相
一致，且有过之。

第一，游历山水过程中的自然比德说，其意义在于
自然美的实质，是自然物的属性与人的某些品德相类
似，人可以从审美客体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即

自然物象与主体感知之间有一种同态对应。现代文艺美
学称这种现象为“通感”，青年毛泽东将此概括为“知觉
类化”:“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大宇之
内，万象之众，息息相通，是谓知觉类化。”(《讲堂录》)看
来，毛泽东的游历，其目的在于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
脱离人类社会单纯欣赏自然美。

第二，游历的过程，就是了解社会，丰富知识，积累
素材的过程。主张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既是传统文化思
潮，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古人
在观赏自然变化之时，注意总结其中的运动规律，探寻
客观世界蕴含的奥秘，用以指导人们主观世界和社会实
践活动。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说 :“胜景、古迹、险隘、民
风，以及通商之步举，游程之所必记。”他将游历观赏与
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体察风情、民俗。毛泽东
刚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
题就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 5 ]。前面的“所必记”，
就是记载游览观赏之所感悟。韩非在其《大体》篇里说
过:“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
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大
人奇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主张
“大人”应从观察天地、江海、山谷、风云等自然现象中，
悟出顺应自然人生的哲理来。毛泽东所说的“胜景、古
迹、险隘、民风”，涵盖了古人对大自然体察感悟的内容。

第三，遍游四宇，既可开拓胸襟，也可激发丰富的想
象。《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
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力主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心胸就豁达。毛泽东认
为:“观视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
失。”他登山观海得来的这种感悟，激发的神思与想象同
古之贤者如出一辙。这在表面上是讲观赏山水的感受，
实际上也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规律。

第四，游历名山大川，以增阅历，长见识，悉心了解
地方文化掌故，积累丰富的地方文化知识。古之贤哲出
游，除赏心悦目之外，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
风，知得失，明教化。毛泽东早年的游历也是如此。历代
文人游览名山大川，主要是感受一种文化氛围，结交高
人贤士。故他认为:“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
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这是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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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的目的之一。概而论之，毛泽东在游览名山大川、感悟
自然的同时，了解和熟悉了丰富的地方文化。

三、历名胜而通掌故
青年毛泽东在大量阅读古代典籍的同时，十分注重

读无字之书，注重社会生活实际，进行广泛的调查研
究。“夫善积而成者，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
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
尺。”(《讲堂录》)所以他对司马迁写作《史记》遍游名山
大川，广泛调查研究的学风至为钦佩，“马迁览潇湘、登
会稽、泛西湖、历昆仑，周揽名山大川，其胸襟乃广矣”

(《讲堂录》)。早在 1916—1917年，毛泽东即曾利用暑假
接连作过两次“游学”式的社会调查，游走了湖南的十多
个县。他主张救国富强计，必须注意研究经世致用的学
问。这种“游学”式的社会调查，是其了解、熟悉和掌握地
方文化的最佳形式之一。

1918 年 8月，毛泽东与湖南第一批准备留学法国的
青年赴京，东抵河南郾城漯河寨时，路途受阻，他便乘机
考察了漯河一带。1920 年 4月离北京南下上海途中，他
又作了一次特殊的旅行，绕道寻访和游览了不少古迹名
胜。十几年后，他对这次游览的一些细节还记忆犹新，
“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
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并
且看到了孔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
神岳泰山”[6 ]，领略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情怀。

览四方亦可知政。也正是这次长途旅游，使他看到
了当时中国社会另一面。当时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悠
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掀起了他内心的世界风景。历史
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千古伟绩激励着他的雄心壮
志，沿途中国社会处在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贫困状况，
更使他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一面是五千年灿烂文化，
一面是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历史和现实进一步促使他
产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 7 ]的想法，便放弃赴法
学习，从此投身革命生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早
期游历，不仅使他获得了大量而丰富的地方文化知识，
而且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毛泽东酷好游历，钟爱山川，这种个性气质几近伴其
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抽出一部分时间巡视、游
历 [ 8 ]，直到晚年。20世纪60年代，他同工作人员聊天时谈

到他的三大志愿，其中之一便是骑马到长江、黄河两岸实
地考察。[ 9 ]毛泽东一生的游历，无论从革命家、政治家的
角度，或艺术家、诗人的角度看，其游历名山大川所获得
的地方历史文化知识，所养所发的浩然之气，与其豪放的
人格、坚毅的意志、开阔的思路、奇异的想象形成了高度
的融合，特别是他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识和积累。

徐州，古称彭城，为历史上“楚汉相争之场，南北朝
屯戍之所”，故“遗台故垒，掩翳榛莽，陵谷迭变，风烟犹
昔”。毛泽东对徐州这个历史古战场的历史不仅有深刻
的了解，而且倾注了感情。1936年，他在陕北同作家埃德
加·斯诺谈话中回忆说: “在我一次到北方去而值得纪
念的旅行是这些在北海溜过冰。……在三国志上有名的
徐州城墙，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走过一圈
子。……那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步行游湖南以外的
有价值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数次到徐州，旧
地重游。1957 年，毛泽东与秘书克林乘飞机经徐州前往
南京途中，在与克林的聊天中又提起元代诗人萨都剌的
《徐州怀古》，不但写出了词的原文，还讲述了这首诗的
来龙去脉 [ 10 ]。有一年，毛泽东坐飞机经过南京上空，他即
兴手书了南宋词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
怀》。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期吴国孙
权建都的地方。毛泽东不仅熟悉京口的地理方位与辛弃
疾词的意义，而且熟悉京口与三国时期的特殊关系。可
见毛泽东博览中国历史典籍和古代诗文、通晓和谙熟地
方历史文化的程度。

在战争年代，熟知关隘山川形胜所在，更有利于毛
泽东的战略决策并取得胜利。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
东传》里说:“毛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战役中，在
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青年时期读书时想
象过的宇宙山峦。”[ 11 ]这里不光是“读书时想象过的宇宙
山峦”，还包括他游历登临的关隘形胜。

四、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被称为“一方之总览”的地方志书，它荟萃了一定地

区历史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科技资源等
方面的大量珍贵原始资料，对于人们探索与总结历史经
验，认识一方地情，鉴古知今，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
存 8000 多种旧方志，不但是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对此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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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在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倡在全国编修
地方志，这既是对古代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一项有益
当代、惠及子孙的善举。

地方志，实际上就是地方史。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
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代，毛泽东都非常重
视地方志书的搜集与阅读。“毛泽东每到一处，首先要了
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化掌故及风土人情等，
这已成为习惯。”[ 1 ]因为“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
沿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幼盈百轴，岂
所谓摄机要者乎”(《通典》卷171《州郡一总论》)。这是有
其渊源的。地方志，就是按政区记述地方事物的典籍。毛
泽东认为，地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
源、风俗民情，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
就能打胜仗。他年轻时熟读的地方志类的重要书籍之一，
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在战争年代，地方志书往往成为毛泽东决策的依据
之一，特别是山川形胜，要隘险要时。1929年，红军打开
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
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
部八卷本《瑞金县志》，如获至宝，挑灯夜读。长征途中，
环境险恶，战斗频繁，但他仍不放弃读地方志书。他的机
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一次部队打了大
胜仗，夜间宿营时，主席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便把
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过去，主席却说不是这个:“噢，怪
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 12 ]1936
年8月，为在国内外扩大红军影响，毛泽东决定汇编出版
《长征记》并征稿，请有关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择取他
们在长征中所经历、听闻的行军打仗事迹，地方风俗，奇
闻轶事以及部队工作精彩有趣的片断写成文章寄到红
军总政治部 [ 13 ]。毛泽东不仅大量阅读地方志书，而且注
重搜集整理地方文化。在延安时，毛泽东阅读地方志书，
了解地方文化的兴趣有增无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地方文化尤为重视，一方
面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书，一面仍如饥似渴阅读各地
志书，他每到一处巡视，都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有地
方史方面的书。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
话时说到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 书里不仅
记载了地理情况、建制沿革、名胜古迹、民间传说、风土

景物，还记载了各地河道水系的走向变迁与城邑兴衰的
地理现象。同时，他非常推崇郦道元的亲身游历和实地
考察精神。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到达成都后立即寻
找《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四川地方志书，
阅读后又借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并在这
些书上批划圈点，还将《华阳国志》发给与会同志，要大
家都了解这些历史。同年，毛泽东邀请张治中一起去安
徽视察工作时，又借来《安徽省志》阅读，进一步了解和
熟悉安徽情况 [ 1 ]。1959年6月庐山会议期间，他又阅读了
《庐山志》、《庐山续志稿》。在广东汕头，读《汕头县志》、
《潮州府志》; 到无锡当晚就浏览了《无锡县志》。毛泽东
读地方志书如此广泛而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了解的地方
人文地理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多。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与国家领导人有过多
次会面，每次接触都给他留下深刻影响。有一次，裘盛戎
在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赤桑镇》，演完后，毛泽东健步
走上舞台与演员们握手。当毛泽东微笑着与裘盛戎握手
时便问:“盛戎同志，你知道赤桑镇在什么地方？”[ 14 ]《赤
桑镇》里的这段历史与包拯有关，毛泽东自然通晓。

由以上几个方面，已足以看出毛泽东谙熟中国地方
文化，十分关心地方文化，对地方志及其所承载的地方
文化了如指掌。明于此，并以此为鉴，方才有利于“郡国”

之治。
五、影响与启示
毛泽东不仅通晓中国历史，而且谙熟中国地方文

化。“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言，正
是毛泽东读史的最好脚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他十分爱读，他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
毕具”，可“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1 ]。而
中国地方志书，更是“治郡国之鉴者”丰富的地方文化遗
产，其本身就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志书
为历代所重视，更为毛泽东所青睐。战争年代，可以凭借
志书提供的情况打胜仗; 和平建设时期，又可以凭借志
书“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即可正确认识地
情，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对积累资料，
进行多种学科的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都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毛泽东通晓历史典籍，谙熟地方文化，
既是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也是他藉此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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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国情，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科学依据。
在追溯毛泽东与地方历史文化的同时，我们对毛泽

东阅读地方志书的前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
看到了地方志书为毛泽东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参照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历史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毛泽
东的调查研究之风，包括哲学思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克服困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等; 通过历史故事来吸纳地
方志书中有益的成分，借鉴历史经验，用以治理国家，用
以教育党的高级干部等。毛泽东读史，读地方史，对帝王
将相、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等都会有客观的
评价，“而高于这一切之上的，则是毛泽东多着眼于对革
命现实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示”[ 1 ]。这就表明，这种
“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示”，不仅影响着毛泽东的
思想和行为，对后人同样有着多重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 透过毛泽东与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入接触
和研究，为后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毛
泽东“读史”的坚韧精神和“用史”的科学态度，对其后新
时代有着多重启示。时代不同了，但中华民族传承的文
脉背景绵延不断，推动历史进程的文化积淀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同样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支
撑。在倡导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倡导和学习
毛泽东读史的精神。古为今用，以弘扬和彰显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传承和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

启示之二: 在倡导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今天，领导
干部尤其是从事地方行政管理的“父母官”，在注重读史
的同时，应该多接触当地的地方志书。在充分了解和研
究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同时，施政思想和理念应该与当地
自然历史背景、生态环境相一致，科学发展，可持续发
展，为子孙后代造福。

启示之三: 发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旅游文化品牌，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的执政理念之一。地方志
书所承载的地方历史文化，是挖掘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
潜力所在。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
学技术史》巨著里，就曾广泛参考、引证了不少地方志的
史料。当前，各地充分挖掘地方人文资源、自然经济环境
资源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开发旅游文化，发展旅
游事业，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毛泽东获益地方文化的
经历、对地方文化的谙熟程度和综合研究的历史，已成
为我们的光辉典范。在大力加强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
今天，地方文化研究已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地，切实研究地方历史
文化的过去和现状，更要研究它的未来，将地方历史文
化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方山水，
养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将支撑起一方诱人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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