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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领袖毛泽东-你不曾远去》 

 

【解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巍然挺立600多年的北京天安门，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人们在晨光中排起长队，等待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

的毛主席纪念堂。这条长队，从1977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

周年，毛主席纪念堂开放算起，已经绵延了46年。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以最真挚最朴素的方式，抒发心

底的感怀。 

 

【解说】 

2023年9月9日的北京，下了一整天雨。 

一大早，人们在雨中静静地等待。 

8点钟，人流开始缓缓移动。人们登上台阶，进入纪念

堂大厅，在毛泽东的汉白玉座像前献上鲜花和崇敬，深深鞠

躬。 

毛泽东已经逝世近半个世纪，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不

曾远去。 

 

【片名】第一集 你不曾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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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前夕，一个雪后初晴的上午，

摄制组一行人专程来到著名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家中采访。 

今年94岁高龄的逄先知，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

从1950年21岁起就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负

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和报刊。他的16年青春岁月，是在毛泽

东身边度过的，参加过毛泽东指派的几次重要的农村调查和

工厂调查，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第一版的编辑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起，逄先知又继续主持编辑出版了《毛

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等10余种毛泽东著作，主编了《毛泽东年谱》、《毛

泽东传》等大量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成果。从2013年

开始，他又主持修订了九卷本《毛泽东年谱》，在毛泽东同

志诞辰130周年前夕出版发行。 

谈起毛泽东，逄先知一下子就打开了思想的闸门—— 

 

【采访】 

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我想可以概括为四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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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毛泽东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实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  

 

【解说】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

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

家做主的国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

人民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实况声：我们正在前进）开创了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并进行了不懈探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实况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采访】 

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第二，毛泽东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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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毛泽东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根据马克思

列宁的党建理论，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党建学说。在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的漫长、艰

难而曲折的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采访】 

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第三，毛泽东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

军。 

 

【解说】 

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把一支弱小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且带有旧式军队影响的

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 

 

【采访】 

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第四，毛泽东创立了一个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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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

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

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

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解说】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

年大会上讲话）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

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

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

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

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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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

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他的名字、他的思

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这个连接历史巨人和人民群众的纽带是什么？毛泽东

已经作出了回答。 

 

【解说】 

    他在党的七大上宣告：“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

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好比愚公，要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搬走；当初愚公是感动了上

帝，上帝最终帮助愚公把山背走，而今天，对共产党人来说，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解说】 

1960年5月2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英国陆军元

帅蒙哥马利。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毛泽东含蓄发问：“我

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

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

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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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

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哥马利不解地继续问：“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

啊!” 

    毛泽东沉吟片刻，掷地有声地说：“这就是原则，他应

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解说】 

毛泽东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人民利益

的代表，人民利益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原则。   

 

【解说】 

这里是万里长江武汉段。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这里横渡长江，他以古稀之

年搏击风浪，向人民群众展示了勇敢和自信，激发起人们的

奋斗精神。 

 

【解说】 

在毛泽东的激励下，江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悄然

改变。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在长江竞渡中感

受伟人的召唤，焕发出勇往直前、不甘人后的豪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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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不远处的武钢，则流传着另一段有关毛泽东的故事。 

1958年9月13日，65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从

蒋家墩码头上岸，来到武钢。 

 

【采访】 

李向伟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厂长、党委书记 

四面八方，短短的二三十分钟，几万人都聚集到了一号

高炉的炉台。 

 

【解说】 

毛泽东登上一号高炉炉台，是想要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

后兴建的第一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炼出的第一炉铁水。 

 

【采访】 

雷峥嵘 原中国一冶武钢设备供货组技术专家 

毛主席曾经说，我要看武钢出铁，今天不行，明天，明

天不行，后天，反正我要看你们武钢出铁。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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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到一号高炉顺利出铁欣喜不已，同时鼓励在场

的干部职工，说现在铁少，不要着急，以后会慢慢多的。 

 

【解说】 

    在这里，毛泽东展开他大国工业化之梦的伟大畅想；在

这里，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坚定地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风云途

程。 

 

【解说】 

这里是新疆于田托格日尕孜乡。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

就坐落在这里。       

上个世纪50年代，库尔班大叔想骑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

席的动人故事，从这里传遍了世界。 

 

【解说】 

1958年，库尔班大叔终于得偿所愿。他不但在北京见到

了毛主席，回到新疆后还收到了毛主席赠予的东方红牌拖拉

机。 

 

【采访】 

王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二级巡视员 



 

 

 

 

 

 10 

    库尔班大叔是翻身农奴的代表，也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

的代表，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毛主席

对库尔班大叔和乡亲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毛

主席和党中央始终牵挂着少数民族群众的冷暖，希望各民族

紧密团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 

 

【解说】 

    1995年出生的麦提赛地，是库尔班大叔的曾外孙女。

2012年底，她实现了历经四代人的从军梦想，光荣地成为中

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的一名女兵。 

 

【解说】 

2017年，她为奶奶代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维吾

尔族老乡近年来的生活状况。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解说】 

2018年，麦提赛地光荣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

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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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 

（2018年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通道） 

    现在我们家有两个“传家宝”，一个是当年毛主席接见

我曾外祖父（库尔班·吐鲁木）的照片，还有一个是去年习

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家的回信。这两个“传家宝”，我们一定

永远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解说】 

    毛泽东不曾远去，他的故乡韶山，如今已成为人们追寻

毛泽东伟大品格和崇高精神的热土。 

 

【采访】 

李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院 第二研究部

主任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三年，在暑假的时候请北京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央党

校等的博士生，后来是扩展到中学以及小学、以及湖南的大

中小学的学生，他们到韶山进行党史研学活动。现在整个（思

政课视频）的点击播放量上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韶山

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故乡，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对领袖毛泽东

充满了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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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徐睿迪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毛主席在少年时期，他当时向同学说，世界原来有这么

大，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

力，我的专业是跟世界紧密挂钩的，我觉得毛主席当年的话

也激励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放眼世界、了解世界，不断地

探索，不断地学习。 

 

【采访】 

韩正强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青年能够找到参与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结合点，找到参与社会实践、建设美好生活的发力

点，找到激扬青春、实现人生价值的突破点。 

 

【采访】 

高扬先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 

    对于青少年来讲，让他们从我们这一件件文物当中，一

件件的文献当中，感悟到中国革命成功多么不容易，新中国

来得多么不容易，更加明确了作为新一代青年人如何走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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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征路，如何为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他们的

力量。  

 

【解说】 

事实上，毛泽东的影响，早已跨越了国门。 

 

【实况】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解说】 

在非洲，在象征着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沿线，毛泽东依

然是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实况】 

    毛泽东体育场。 

 

【采访】 

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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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被非洲朋友称作是一条“自由之路”，“解放

之路”，也是一条中非的友谊之路。它和毛泽东的名字是联

系在一起的。  

 

【实况】 

我是一名乘务员，这是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工作。中国

人是我的朋友，尼雷尔总统和毛泽东主席。我爱中国，我爱

坦桑尼亚，我爱赞比亚。 

 

【解说】 

在很多国际友人的心中，毛泽东就是新中国的象征。毛

泽东的身影和微笑，始终与奋斗、勇气、正义和最广大人民

的自由和解放紧紧联结在一起。 

 

【解说】 

    2009年，85岁高龄的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第七次访问中

国。这位亲身见证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

非洲领导人，饮水思源，来到了韶山。 

 

【采访】 

胡珊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接待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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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有很多游客认出了这位非洲老人，并自发地上前鼓

掌。卡翁达总统他就停了下来对周围的游客就说道，毛主席

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他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他是永远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和

敬仰的，并带领着在场的观众一遍又一遍地齐声高喊，“一

个中国，一位毛主席”。 

 

【解说】 

    从毛泽东故居对外开放以来，韶山共接待了国内外游客

将近3亿人次。其中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政党领袖有300

多位。他们怀着钦佩和尊敬而来，带着怀念和感动而归。 

 

【解说】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前不久，哥伦比亚总

统佩特罗率团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他在留言中回忆起自己15

岁读《矛盾论》时所获的教益，写道：“您在全世界的年轻

人中播下了幻想，并为您的人民在地球上变得伟大开辟了道

路。” 

 

【采访】 

熊华源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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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是世世代代地记住毛泽东他一生为中国革命，为

人民大众所作出的贡献。 

 

【采访】 

唐闻生 中国侨联顾问 原副主席  

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毛泽东的）很多根本的战略、

战术或者说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些东西，是深深地烙在我们

中国人民的灵魂当中。 

 

【采访】 

陈晋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副主任 

为什么说他（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在人民面前，他

从来透露着直率的，难以掩饰的，真诚的，亲密无间的本色。

当把他自己放在一生的行程中来衡量对历史贡献的时候，他

的心目当中占主体地位的主角依然是人民。 

 

【采访】 

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所以能够成为人民领袖，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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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 

1993年 湖南韶山 毛泽东铜像揭幕 

 

【解说】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连续20多年，记录了毛泽东诞辰纪念

日的韶山。 

每到这一天，人们从各地来到韶山，给毛主席过一次生

日。吃一碗长寿面，唱一曲《东方红》，把怀念和景仰之情

留在韶山，留在人民心中。 

    12 月 26日是伟人的诞辰，也牵动着人们永远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