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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文化。
神州大地布满名山大川，炎黄子孙英雄辈出。
“江山如此多娇”，这是毛泽东对伟大祖国的赞美和赞叹。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情怀在不同人物身上具体表现也不尽一样。
在毛泽东身上最主要的是领导中国人民打败外国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
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主要表现在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努力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国家不断繁荣富强。
同时，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地方工作中的具体的帮助指导，以及对祖国城乡建设、文化传统、名山大川
，一草一木的深情。
而这种深情又表现在他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以及他指导各地领导、人民群众，如何更好地工作，把祖
国建设的更加美好。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到处莺歌
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这些美好诗句，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祖国每一寸
土地，对神州大地的一山一水的无限深情。
在这里，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江山”不仅是山山水水，名山大川；不仅是某一地区的形胜，不仅是
国家的疆土，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即祖国和人民，民族和文化。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江山”应做广义的理解。
同样，这里的“指点”，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歌颂、赞美；二是指示方法、指明方向。
“指点”的对象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城乡山川形胜；二是她们的主人——各地的领导和人民
群众。
     “指点江山”，“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立下的志向，并为之奋斗终生。
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认真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学习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辈的伟大精神和英雄行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把我们伟大祖
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把如画的江山装点的更加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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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ldquo;天生一半，人工一半&rdquo;　　1959年6月26日，庐山会议前夕，不知是为了获得祖
先神灵的佑福，还是为了生地的灵感，毛泽东来到了离别三十二年的故园，他在韶山水库游泳，兴致
勃勃，做了各种各样的水上表演，真乃如鱼得水。
兴致很高的和省委书记周小舟商议道：&ldquo;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
茅棚好吗？
&rdquo;毛泽东从不随便向下边提要求。
周小舟听后，很认真地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作了汇报，一致同意为毛泽东盖房子。
　　省委领导也早就想替毛泽东找个安静的地方，好让他回湖南时休息好，工作时精力充沛。
　　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周小舟与彭德怀等遭到厄运，成了&ldquo;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rdquo;。
周小舟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落千丈，调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当了党委副书记。
其工作由湖北省副书记张平化接任。
当然，给毛泽东在家乡盖房子的事，也转由张平化落实经办。
但是，接替人并不晓得毛泽东所指的&ldquo;茅棚&rdquo;地点就是&ldquo;滴水洞&rdquo;，只知是湘潭
与湘乡的交界处。
　　有一次，毛泽东回湖南，又与张平化谈起盖房子的事。
他说，韶山有个松山招待所，&ldquo;那个地方不安静&rdquo;。
　　张平化说：&ldquo;主席，韶山还有没有更安静的地方？
&rdquo;毛泽东说：&ldquo;有个地方叫&lsquo;吊须洞&rsquo;（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的。
&rdquo;　　张平化听后，专程去考察了一番。
果然，这个地方给他的印象极好，风景幽雅，趣味恬淡，山势险峻，安全保密，即使是发生了武装政
变，也可在山凭险抵抗。
这样，建房的计划就定了下来，接着就呈报中南局。
当时，中南局书记是陶铸。
为毛泽东盖房，那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口要求，经陶铸批准，拟拨人民币1
亿元进行兴建。
　　湖南省委立即组建领导班子，由省委祕书长任总指挥。
　　兴师动众修建庞大的建筑群，未必是毛泽东的初衷，他不需要&ldquo;行宮&rdquo;，因为他出巡
吋居住的地方时常变动，他住的地方，其他中央领导人照样可以居住。
但滴水洞却是一个例外。
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他需要在他的生身之地，童年游戏的地方，找一个僻静安谧的居处。
等到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好在这块地方颐养天年，直到去见上帝。
　　&ldquo;叶落归根&rdquo;，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作为伟人的毛泽东，感情丰富，晚年思乡也是合乎情理的。
要知道，风烛之年的毛泽东即使是在病榻之上，也在惦记着这个&ldquo;西方的山洞&rdquo;。
　　这一秘密建筑，从1960年下半年破土动工，到1962年底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至滴水洞
的柏油马路同吋完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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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rdquo;，&ldquo;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dquo;，
这是毛青年时代的志向。
《毛泽东指点江山（图文版）（上下）》收录的100多篇主题，&ldquo;敢教日月换新天&rdquo;
，&ldquo;万类霜天竞自由&rdquo;，&ldquo;洞庭波涌连天雪&rdquo;，&ldquo;踏遍青山人未老&rdquo;
，&ldquo;金沙水拍云崖暖&rdquo;&hellip;&hellip;在毛泽东的诗句中不仅仅是歌颂江山，还有更广泛的
含义。
阅读《毛泽东指点江山（图文版）（上下）》，可以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学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辈的伟大精神和英雄行为，与时俱进，自强不
息&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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