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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立下拯救民族
于危难的远大志向。“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是中国古代学者推崇的求知方式，
青年毛泽东亦是如此，但是他有更高的
追求和抱负，把改造社会作为目的。在
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为了深入了解
社会、增长见识、探寻改造社会的方
法，毛泽东有过几次“游学”经历。其
中，1917 年暑假的一次游学活动历时最
久、行程最远、效果甚大。

1911 年，毛泽东从湘潭县前往省城
求学。1913 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
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14 年并入湖南
第一师范）。当时，湖南第一师范注重
人格和学识的培养，以人格教育、国民
教育、实用教育为理念吸引了大批有志
青年前来求学。学校还提出：国民教育
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
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深受这些进步观念
的影响，他同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
等人结为朋友，纵论国事、探求真理。
虽然勤学苦读，但毛泽东认为读书和看
报毕竟都停留在“知”的层面上，光有
这些还远远不够。一个人只有致力于现
实，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对社会有更为
透彻的认识，才能找出改造社会的正确
道路和方法。他常对同学讲，不仅要读

“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
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毛泽东在
他的读书笔记 《讲堂录》 中写道，“闭
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
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
已”。对于游历求学的作用，毛泽东认
为，“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
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
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

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引发 1917 年暑假这次“游学”的

直接动因则是一份报纸的报道。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回
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 《民报》，
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
事 ， 他 们 一 直 走 到 西 藏 边 境 的 打 箭
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
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
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7 月中
旬，毛泽东与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同
行，开启了这次行程。他们仅带着换
洗的衣服、一把旧雨伞、笔记本、毛
笔和墨盒等简单用品就出发了。

历时一个月，他们步行漫游长沙、
宁乡、安化、益阳、沅江 5 个县，行程
900 余 里 。 这 次 “ 游 学 ”， 未 带 一 文
钱。一路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
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了许多新鲜知
识。最后由于沅江涨水，部分民房和道
路被淹，行程被迫中断，8 月 16 日，他
们回到了长沙城。

山河游历开阔了眼界胸襟。游历的
5 个县多位于湘中或湘东北地区，地貌
多为山地、丘岗和平原地带。如安化处
于雪峰山的主干带，境内群山起伏，谷
岭相间，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 100 多
座；而益阳位于洞庭湖南岸，其南半部
是丘陵山区，北半部是洞庭湖淤积平
原，一派水乡景色。长途跋涉中，一会
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会儿是美丽多
姿的山峦，一会儿是弥望青碧、池水清
涟、田苗秀蔚的乡间美景。除了自然风
光的秀美，5 个县的历史也很悠久，长
沙、益阳等皆于公元前 221 年秦灭楚之
际，便设立郡县。游览祖国的山川美

景，探访历史古迹，让毛泽东陶冶了情
操，也开阔了眼界胸襟。

接触民众深入了解了社会。一路
上，毛泽东走访了众多学士名流、农
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地方官吏
等社会各界人士，查阅各县县志了解
了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在所有接触
的 人 群 中 ， 毛 泽 东 尤 其 注 重 接 近 农
民，每到一个地方都主动跟农民聊家
常，还帮他们干农活。农民看到毛泽东
说的都是农家话，讲的都是农家事，
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感觉非常亲
切，都愿意和他交谈，留他们吃饭住
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走遍
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
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
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聊
天交流中，农民们纷纷诉说自己长年
辛苦劳作，却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的苦难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和深深的触动。在同各阶层人物
打交道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
的现实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积
累 了 应 对 社 会 事 务 的 初 步 经 验 和 能
力。

艰苦行程磨炼了意志品质。“游学”
不带分文，面临各种困难，但毛泽东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以此磨炼自己的意
志。他们每到一处，遇上学校、商店或
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
赠，但这些馈赠并没有保障，所以经常
忍饥挨饿。还要对抗恶劣的天气，湖南
的夏天非常炎热，常伴有暴雨。一天，
他们在宁乡县遭遇暴雨，随身带的伞散
架了，两人浑身湿透，连买把新伞的钱
都没有。如果行到中途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找不到农家或旅店投宿，就得露宿
野外。去安化途中，由于天色已晚，找
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露宿河堤。此
行，毛泽东还拜访了好友何叔衡，何家
热情招待，并给予资助，毛泽东坚决拒
绝。此后，为了确保“游学”的初衷，
避免此类“资助”，便又减少了拜访友
人。

这次“游学”经历加深了毛泽东对
湖南省情、风土人情的了解，特别是对
湖南农民实际生活的了解，也使他对改
造社会探究“大本大源”形成一定的思
考。回校后不久，8月23日，毛泽东便给
北京的黎锦熙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暑
假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天下国家之大
计”的看法：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
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
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
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
当具有大本大源。此后，在湖南第一师
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又开
展了几次“游学”。

青年毛泽东的“游学”，不是传统社
会文人的游历求学、结交师友，而是以
改造社会为目的，带有强烈的责任感，
深入民间，了解社会。这也为他日后思
想的成熟奠定了一定基础。今天，回顾
毛泽东的这段经历依旧对我们有着重要
启示。当代青年要学习他以天下为己任
的爱国情怀，学习他躬身力行、以人民
为师的实践精神，学习他在社会调研中
不断开阔胸襟、增长本领的方法，在新
时代新征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
力量。

（常馨月）

青年毛泽东的一次“游学”经历

1944 年8月15日至12月初，新四军
第4师主力在第3师、第1师和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部队的支援配合下，由苏北、
淮北西进徐州西南之萧县、永城地区，
歼灭日伪军和顽军1.3万余人，恢复了豫
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河南
的战略任务，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
略目的。

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及早决策及早决策

1944 年 4 月，日军从华北、华中抽
调约2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中国军
队虽经艰苦奋战，付出了重大牺牲，但
未能达到阻止日军打通平汉线的目的，
河南全省沦陷。至 6 月，日军占领长
沙、包围衡阳、威逼重庆。中共中央结
合中原抗战形势，适时提出了“巩固华
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并
命令新四军第 4 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
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
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
片。

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
关 于 西 进 恢 复 豫 皖 苏 根 据 地 、 向 河
南发展的指示精神，7 月 13 日，新四
军第 4 师师长彭雪枫主持召开党委扩
大 会 ， 先 期 研 究 西 进 的 具 体 计 划 和
各项准备工作。7 月 25 日，党中央正
式命令新四军第 4 师抽组 5 个团进入
永 城 、 夏 邑 、 萧 县 、 宿 县 等 地 ， 相
机 控 制 黄 河 以 东 地 区 。 为 有 效 策 应
第 4 师的西进行动，新四军军部命令
第 2 师、第 7 师钳制国民党顽军。随
后 西 征 部 队 紧 张 展 开 教 育 动 员 、 战
前 训 练 、 补 充 兵 员 、 储 备 粮 草 、 扫
除 日 伪 据 点 、 派 出 西 进 地 方 工 作 团
等工作。

誓师出征誓师出征，，首战告捷首战告捷

8 月 15 日，第 4 师在师部驻地大王
庄举行了庄重的西征誓师大会，彭雪枫
师长针对部队大多数官兵“1941 年路西
反顽失利后含泪撤回路东，时刻想反攻
路西，恢复根据地”的实际，提出了

“打回老家去，解放家乡的父老兄弟姐
妹们”。8 月 20 日，西进部队越过津浦
路，即遭遇盘踞萧县南部的国民党苏北
挺进军第 40 纵队王传绶部的无理阻挠，
西进部队先头部队被迫奋起反击。23
日，彭雪枫指挥 3 个团，用不到 3 个小
时，全歼顽敌1500余人于小朱庄，并争
取顽军第 28 纵队 3 支队长吴信元率部
1700余人起义。

小朱庄的速战速决，打开了西进的
大门，使日伪军闻风丧胆，西进部队以
秋风扫落叶之势连克永城东南日伪军各
据点，迅速夺回了萧县、永城等地。西
进部队随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配合
部队西进，第 4 师主要首长联名签署了

《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姐妹书》，通
过回顾3年前军民齐心抗日反顽斗争，分
析当前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申明部队西
进豫皖苏的任务，向广大豫皖苏同胞表
达子弟兵的血肉之情，号召军民同心、
国共齐心钳制敌人、打击敌人，以收复
中原，解放人民，迅速求得战略反攻。

速战速决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各个击破

9月2日，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企图
趁第4师立足未稳之际，命令国民党暂1
师军军长王毓文，统一指挥近 8 个师的
兵力，分别从东、南、北三面合击西进
部队于萧县、永城地区。面对顽敌的大

军压境，中共中央军委经研究认为“顽
军各部散处各处，调动不灵，配合不确
定”，遂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命
令西进部队就地布置战场准备迎击来犯
之敌，以新四军第1师、第3师各1个旅
的兵力尾进夹击由东向西进犯之顽军，
并牵制由南向北进攻之敌，以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一部兵力消灭由北向南进犯之
敌。

为扩大战场回旋余地，第 4 师决定
攻打集顽军、日伪军、土匪于一体的
敌第 28 纵队第 82 支队李光明部，以夺
占夏邑县以东八里庄地区。9 月 11 日
黄 昏 ， 第 4 师 主 力 秘 密 逼 近 八 里 庄 ，
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形成了合围，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 10 分钟内攻破
八里庄，大部敌军在睡梦中被俘，残
敌依托西南角的小圩寨负隅顽抗，激
战至 12 日，俘虏李光明以下千余人。
激战中，彭雪枫师长以身殉国，倒在
了指挥岗位上，年仅 37 岁。同日，新
四军路东指挥部指挥第 3 师第 7 旅、第
4 师第 9 旅和第 1 师第 52 团尾随由津浦
路 东 向 西 进 犯 之 敌 ， 全 歼 其 1 个 团 ，
击溃 5 个团。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八
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奉命进剿陇海路
北顽军，歼灭顽军 5000 余人，打乱了
顽军的进攻计划。

10 月初，驻徐州、商丘等地的日伪
军向萧县、永城地区实施“扫荡”，西
进部队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及时紧急
转移，并利用夜暗条件趁敌撤退之时实
施袭击，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10
月 8 日，西进部队集中 3 个团的兵力，
围歼了国民党苏北挺进军第30纵队，歼
敌近千人，生俘敌纵队司令胡式如。至
此，西进部队扫除了侧后威胁，打通了
与陇海路以北八路军的联系，创造了迎

击顽军的有利条件。

猛打猛追猛打猛追，，巩固发展巩固发展

10月12日，国民党暂1军军长王毓文
指挥3个师、6个挺进纵队，兵分四路进犯
萧县、永城地区，企图围歼新四军西进部
队。13日，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路西战役
指挥司令部，以第 4 师西进主力和第 3 师
第7旅共7个团为主发起涡北自卫反顽战
役。14日起，顽军开始向萧（县）永（城）地
区发起疯狂进攻，西进部队以逸待劳，灵
活采取阻击、抗击、牵制等方式，连续打退
顽军数次进攻。20日夜，新四军第3师第7
旅以1个营的兵力突袭敌军部，致使敌全
线溃退。21日凌晨，路西战役指挥员下令
全线出击，各部队勇猛追击。战至30日，在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宿东游击支队的配
合下，取得了涡北自卫反顽战役的胜利，
共歼国民党顽军3600余人，基本恢复了原
豫皖苏边区根据地。

随后，西进部队抓住有利时机，迅速转
入防御，严守和巩固涡河以北阵地，并积极
向四周发展，至11月下旬，西进部队开辟了
商丘、亳县、永城之间的地区，至12月初，
萧县、宿县、永城、夏邑地区的反动武装大
部被肃清。新四军第4师西进部队经过4个
多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
荡”，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恢复了8个县级抗
日民主政权，成立了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与
8个县总队、3个独立团，并广泛开展了统一
战线工作，争取反动武装起义7起3700余
人。同时，西进战役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
南，扩大了豫东，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
的联系，为战略反攻扩大了前进阵地。中共
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特电令嘉奖，指
出：“此次路西战役已获得极大的胜利，这
是曹甸战役以来最大的战役。”（薛闫兴）

绾毂中原的西进战役绾毂中原的西进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