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 年 5 月毛泽东书信探析
———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记载为例

王 健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湖南 湘潭 411301）

摘 要：根据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950 年 5 月间，毛泽东写下了 71 封书信。 从
内容上看，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致以问候；二是答复询问、建议及意见；三是拒绝特殊化的请求；四是鼓励就地
安心工作、学习。 这些书信与建国初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散发着朴实可贵的亲情，折射着公平
正义的光芒，体现出毛泽东认真、务实、高效的作风。 这不仅为以后亲友、学友关系的处理确定了标准，也推动了信
访工作的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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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写下过数以千计的信函， 这些信

函既是其科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同时又饱含了细

腻生动的个人情愫。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政权刚

刚建立，毛泽东早年的很多朋友、同学、亲属纷纷

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倾吐多年未见的思念，
有的则要求解决工作和求学，不一而足。这些书信

当时大多寄到了专门处理信访工作的机构———中

央书记处 政治秘 书室 （后 改名中 央办 公厅秘 书

室)。 在日理万机中，毛泽东总是尽力抽空亲笔回

复。 他的这部分书信一部分曾在 《毛泽东书信选

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致韶山亲友

书信集》等中公布于世，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 2013 年 12 月，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

年纪念之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推出了《毛泽

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公布了之前很

多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书信。 这些书信的公

开发表，为我们更进一步地全面、深入研究毛泽东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1950 年 5 月毛泽东书信的概况

1.书信的数量。 根据现有公布的资料，1950 年

5 月，毛泽东一共写下了 71 封书信。 写信的时间

又集中在 5 月 7 日（16 封）、5 月 8 日（18 封）、5 月

10 日（7 封）、5 月 12 日（12 封）、5 月 15 日（4 封）、
5 月 16 日（3 封），平均一天要写两封信。 其中最长

的一封是 5 月 8 日给族叔毛逸民的信，近 300 字；
最短的一封是同日给早年家乡友人蒋端甫的信，
仅有不到 30 个字。

2．写信的对象。 根据收信人的身份，主要有四

类：一是家乡亲属及友人。 如远房叔祖父毛春轩，
房叔毛贻华，族叔毛逸民、毛爱桂，房弟毛泽益，房

侄毛远悌，姻亲黄谱臣，表兄文涧泉、文凯等等。 二

是烈士家属。如革命烈士林慰的哥哥林谷生、烈士

郭亮的妻子李静蓉（李灿英）、革命烈士王基永的

妻子龙亦飞等。三是各个时期的同学。如一师同学

王汝霖，青少年时的同学余长茂、庄严、文士员等

等。 四是党内同志。
二、1950 年 5 月毛泽东书信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对 1950 年 5 月毛泽东所写书信的内容进行

统计，大致有四类主题：
一是致以问候。 从 1927 年离开家乡韶山算

起，23 年已经过去，期间，毛泽东曾试图与家乡亲

属、友人通信，但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隔断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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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信往来。 只是到延安，情况较为稳定后，他才

和堂兄毛宇居通过 1 封书信。 因此， 新中国成立

后，得知毛泽东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家乡亲属和

早年友人才得以 有较多 的机会 和毛 泽东互 通音

信。在这些书信中，毛泽东通常多向家乡亲属和友

人致以问候。
毛泽东十分关心关系较密切的直系亲属和友

人近况。 比如：5 月 7 日给表兄文涧泉的信：“一月

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 唐家坨现在尚有多少

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 时请你 告

我。 ”［1］P128 隔了 5 天又给另一表兄文南松写信：“十

哥、十七哥还在否？ 十一哥健在甚慰。 ”［1］P1365 月 15
日，写信给邻居邹普勋：“贵体渐愈，甚慰。 尚望好

生保养。 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
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1］P140

对家族中其他亲友的近况， 毛泽东也表示极

大的关注。 比如 5 月 12 日给房弟毛泽益的信：“贻

全（毛泽东的房叔，毛泽益的父亲）亡 故，深致 悼

意。 ”［1］P136 给房侄毛远悌的信：“远翔 （毛泽东的房

侄，毛远悌的弟弟）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 ”［1］

P1375 月 8 日给姻亲黄谱臣的信：“你的夫人是否仍

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

意。 ”［1］P131

二是答复询问、建议及意见。 很多故旧与毛泽

东失去音信多年，在得知毛泽东已当选最高领导人

后，纷纷写信给毛泽东，打听一些人和事的下落，并

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毛泽东在尽可能的情

况下，都对这些予以答复。如 5 月 8 日致信陈峰仙：
“齐泰情形不清楚， 你可以写信去汉口第四野战军

政治部询问或可得其梗概。 ”［1］ P1315 月 12 日给毛爱

桂的信：“令兄爱棠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在

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 ”［1］P1365 月 8 日给

易克 ：“教育法令尚多阙如，只能边做边像，故无

从寄奉。 ”［1］P133 同日给王砺初的信说：“所指工作中

的缺点，正在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

知。 ”［1］P133 给曹直明的信：“去年十二月来信并附件

收到，感谢你的好意。附件已付卫生部研究。 ”［1］P1345
月 21 日给熊筱蠢的信：“尊著经验谈，已付此间医

务机关研究。 ”［1］P1455 月 22 日给黎锦熙的信：“所提

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 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

同意。 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1］P145

三是拒绝特殊化的请求。 这部分内容的书信

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书信的绝大部分， 均是针对

亲友、同学、友人提出的解决工作、入学、介绍入党

等等特殊化请求。 如 5 月 7 日复信周振岳：“参加

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 ”［1］P130 复信李鑫：“工作问

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 ”［1］P1305 月 8
日复信李静蓉：“你在湖南工作很好，如工作需要，
不必来北京。 ”［1］P131 复信王云晓：“工作问题希望就

近设法解决。 ”［1］P132 复信毛春轩：“浪秋、迪秋诸位

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 ”［1］P132

复信刘忠获：“贵友娄先生有志研究极好。 惟来京

一事由弟推荐颇有未便，希望他另想办法。 ”［1］P1335
月 12 日复信文南松：“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

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

有机会参加工作。 ”［1］P135-1365 月 16 日复信周容：“组

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

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1］P141

四是鼓励就地安心工作、学习。 给青少年时的

同学余长茂的信：“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尚

望继续努力。 ”［1］P129 给青少年时的同学庄严的信：
“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希望继续努力。 ”［1］

P129 给青少年时的同学文士员的信：“吾兄从事教育

工作极好，尚望努力进修，改进人民教育事业。 ”［1］

P129 给郭建人的信：“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甚好，望于

工作中加强学习，对于过去有所批判，以期日进有

功。 ”［1］P132 给青少年时的同学刘庆勋的信：“吾兄从

事工业技术是有益的，希望继续努力，为人民利益

而服务。 ”［1P132］给原身边工作人员黄滨的信：“你在

宁乡工作甚好，希望你努力将工作做好。 ”［1］P132 给

一师同学薛世纶的信：“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

益，尚望加强进修，继续努力。 ”［1］P134

从上述内容来看，这一时间段内，毛泽东的书

信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对亲友在体现关爱的同时要求极为严格。

作为革命领袖， 毛泽东对亲友的爱有着鲜明的革

命家特点。 从生活上来说，他对亲友的实际困难是

十分同情和关注的， 并且尽可能从自己力所能及

的范围给予扶助， 经常给他们寄钱寄物。 如 5 月

12 日给房弟毛泽益的信说：“兹寄上人民币贰佰

伍拾万元，以应急用。 ”［1］P1365 月 15 日给房兄毛宇

居的信提到：“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

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

弟归还。 ”［1］P140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从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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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过来的毛泽东亲友，或多或少也存在一些“一荣

俱荣”的思想，因此，毛泽东除了在经济上援助他

们， 同时还在政治思想上引导他们树立公平正义

的社会主义理想观。 他在 5 月 27 日给湖南湘乡县

县长刘亚南的信中就明确说道：“兹有湘乡四都凤

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
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

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 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

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文氏兄弟都是贫

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
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

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 不能

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们不满。 ”［1］P147-148

2．对烈士家属在生活上关照有加。 革命的成

功极为不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自己这个革命家庭就先后

有 6 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对于

烈士家属的困难， 毛泽东从情感上有着常人无法

感受的共鸣。 所以，一般对于烈士家属来信所提的

请求，毛泽东都尽力满足，但大的原则仍是要遵循

当时国家、地方政府的统一安排。 如 5 月 8 日在毛

逸民的信中说：“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
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

殊地照顾少数地方。 ”［1］P130 在答复革命烈士王基永

的妻子龙亦飞的信中， 毛泽东又说道：“王基永同

志殉难，极为痛惜。 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

喜慰。 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

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

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 ”［1］P131

3．对请求来京、解决工作、要求入学等一般婉
拒。 在毛泽东收到的来信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要

求前来北京，请毛泽东解决工作、读书等事宜。 对

于这些故旧，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

有着旧谊这层关系而利用自己的职权去为他们解

决私人问题。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也根本

没有精力一一为他们逐个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

个时间段内，毛泽东的回信中，像“先生工作问题，
似宜就近设法解决”、“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

规章办理”、“先生工作岗位， 似以原地为适宜，不

必远游”、“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

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望你们在湖

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工作事尚望就近

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北京人

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

地谋之”等等这些的话，比比皆是。 笔者统计了一

下，这样的回信达 27 封之多。 语气也比较委婉，一

般都是“北京人浮于事”、“难于为助”等。
4．对建议和意见等具体问题都有答复。 很多

同志友人的来信，也并非要毛泽东解决私人问题，
或对党、政府、地方的一些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或

询问一些人、事情的下落。 对于这类来信，毛泽东

在回信时都十分慎重， 对这些建议和意见都给予

了答复。 比如当时的征粮，各地为了完成任务，出

现了“左”的现象，对此老百姓反映强烈。 毛泽东早

年在湖南一师的同学王汝霖、 粟济世均写信反映

了这些情况，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所以在回

信中，毛泽东分别写到：“征粮中出了许多弊病，政

府已有令纠正，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便时尚祈详举

见告为盼！ ”［1］P128“征粮弊病甚多，政府已有令纠

正，未知实际效果如何？ ”［1］P129 但是毛泽东在回这

类信时也有自己的原则， 即不对来信所提的具体

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而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

度出发，给予回复，目的就在于不干扰地方政府的

工作， 以免地方政府因为执行自己回信中的意见

而导致大的整体政策的执行不力。如复信赵浦珠：
“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

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

持平解决。 ”［1］P129

三、1950 年 5 月毛泽东书信的独特之处

本文之所以选择 1950 年 5 月这个时间段进

行考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这个时间段

是毛泽东写信十分集中的时期。 在短短一个月时

间，他亲笔写的书信就达 71 封之多，这样短的时

间写下这么多的书信在毛泽东一生中都是十分罕

见的。 二是这个时间段中毛泽东所写的信函的内

容极为丰富的。 有问候、有答复请求、有鼓励工作

等等。 三是这个时间段毛泽东所写的信函都极富

教育意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决不搞特

殊化等思想。
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特点外， 这一时期毛泽

东书信有着跟以往书信大不同的独特之处， 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建国初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密切

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 在中央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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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领导人与群众之间，需要有着较为顺畅的信

息表达、采纳等互动行为。 只有这样，中央高层才

能更进一步深入地真实了解民情， 这就较一般正

式的官方信息采集渠道更为自由、灵活。 在这一时

期的书信中，很多话题都是涉及到地方的征粮、土

地改革、减租减息等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这些来

信能够顺利地到达毛泽东本人手上， 所反映的问

题能够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本身就说明当时的中

央人民政府对于民情、舆情的把握是相当开明的，
也反映了当时政风的通畅和顺达， 标志着人民政

府在政权初定情形下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一直朝

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2．为以后亲友、学友关系的处理确定了标准。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

世界。 从这一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在把握个人友情

的同时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确定了把私情与工作、
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的标准， 为以后

处理亲友、学友关系开了好头。
3．推动了信访工作的全面铺开。 这一时期书

信活动的开展，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群众来信来访

工作的重要， 这也与当时中央秘书室的职能发挥

密不可分。 由此，毛泽东、中共中央更进一步的认

识到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 此后的 1951 年，中央

秘书室在充分调查研究后， 给中央和毛泽东提交

了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毛泽东于 5 月 16 日

批示说：“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要给人民来信以

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

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

法， 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

度。 ” ［2］ 此后，全国信访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的步伐

大大加快了。
四、1950 年 5 月毛泽东书信的教育意义

书信是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示，时间已过去了

60 多年，当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的这些书信时，我

们仍为其透射出的大公无私、公平正义而折服。
1．书信散发着朴实可贵的亲情。 “家”在毛泽

东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虽然从 1921 年

冬天回家动员全家人外出干革命， 自己的小家开

始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亲情的放

弃， 相反， 这正是他舍小家为大家的一种牺牲奉

献。 所以， 毛泽东对家乡亲友的亲情时时怀抱在

心。 在这期间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

于毛家的亲友还是外家文家，抑或是家乡的邻居，
毛泽东在回信中态度都是十分真诚的。 正因为不

能和这些亲属、乡邻、友人时常在一起，毛泽东便

把对他们的关心、思念写在纸上，能从经济上资助

的尽力资助，能在精神鼓励的给予鼓励，确实够格

能推荐协调的也决不含糊。 他力图通过回信这种

方式， 告诉他们自己并没有因为身居要位而忘记

他们，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留给后人的是缕

缕春风，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朴实，又那么的感人

至深。
2．书信折射着公平正义的光芒。 就个人生活

经历而言，毛泽东既亲身体会过封建社会的封闭、
落后、剥削，也饱尝了半殖民社会的屈辱和不公。
所以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 从踏上革命道路的那

一天起，就把造福苍生百姓，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

义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正是在带领人民当

家作主，建立起人民政权后，毛泽东最为反对和不

能容忍的便是损害人民的利益， 进而影响到社会

公平正义秩序的平衡。 从这点出发，不管是自己本

人还是直系亲人、乡邻、朋友，毛泽东都是一视同

仁， 平等对待， 不因自己位高权重而凌驾他人之

上，也不因乡亲、乡情和友谊而屈从于原则问题，
从不搞裙带联系。 因而，他的这些书信无处不体现

了公平、正义、无私的闪光点，这也是值得后人永

远称赞和敬仰的地方。
3．书信体现着毛泽东认真、务实 、高效的作

风。 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

党就最讲认真。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建国初的

毛泽东政务极为繁忙，私人时间十分有限。但即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专门抽出时间，坚持亲

笔回信，数量多达 70 余封，充分体现了其一贯以

来认真、务实、高效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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