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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新中國開國領袖們，對中
華傳統文化有精湛造詣，因而深沉地熱愛自己的民族和祖國，使
他們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在抗日戰爭的最艱難時期，都能看到
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也因此，他們
始終以中華傳人自勉、以保護弘揚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己
任，對中華文明結晶和寶庫的故宮博物院，傾注了厚愛與信任。

姜舜源（文、圖）

一九一一年，當時年僅十三歲的
周恩來，發出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
書」 的誓言；一九三五年，毛澤東著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
出：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
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
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

平津戰役 保護故宮
一九四八年底，遼瀋戰役勝利，

人民解放軍同時圍攻北平。在人民解
放軍包圍和孤立了北平，完全可以克
敵制勝的情況下，為了保護故宮，保
護北京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
央、中央軍委，作出了爭取和平解放
北平的決策。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
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關於
積極準備攻城部署給平津前線總前委
聶榮臻等負責人的電報》中指示：
「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
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
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你們務使各
縱隊首長明瞭並確守這一點。」

毛澤東曾風趣地把進北京城比作
「進京趕考」 。毛澤東的命令，代表
了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文化的優秀
傳人，自覺肩負起保護、弘揚中華文
化的歷史大任，付出再大代價，也要
保衛故宮和以故宮為代表的中華歷史
文化遺產的態度。新中國成立後，中
央人民政府於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四
日，首先頒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
出口暫行辦法》和《古文化遺址及古
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這兩部保
護歷史文物的法令，接着頒布了一系
列文物保護法令。

毛澤東與故宮博物院有一段特殊
淵源：故宮博物院創始人、首任院長
易培基，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
校讀書時的國文老師、最敬重的師長
之一。易培基任該校校長期間，除聘
請毛澤東擔任該校附屬小學主事（校
長）以外，還支持湖南早期共產主義
組織新民學會，學校每年撥款五百銀
元作學會的活動經費。新中國成立後
毛澤東曾說： 「易培基是我的恩師，
他是個好人啊，幫過我好多忙。」 另
外，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後，曾隨其

恩師楊昌濟到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
管理員。北大校舍即今故宮神武門東
的五四大街 「紅樓」 ，毛澤東當時住
在景山東街吉祥所胡同。一九三六年
在延安，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談起故宮留給他的美好記憶。

獲贈文物 直撥故宮
故宮博物院有一些文物，是上世

紀五十年代一些收藏家，以呈送毛澤
東的名義捐獻國家的。毛澤東都是當
即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轉送文
化部文物局交故宮博物院收藏，像著
名收藏家張伯駒所獻唐代李白《上陽
臺》帖；但有一些是友人送給毛澤東
的禮物，只要是文物，毛澤東就指示
送交故宮博物院，像 「船山學社」 友
人姚虞琴所贈王船山手跡《雙鶴瑞舞
賦》、友人蔣澤霖所贈清初錢東壁臨
《蘭亭十三跋》。

《上陽臺》帖是唐代大詩人李白
傳世唯一手跡，書風縱逸奔放，筆墨
蒼勁古樸，字形厚重變幻，筆意連綿
不絕。

王船山，即明末清初思想家、文
學家王夫之，湖南衡陽人，船山是他
的字或號。毛澤東倡導的 「實事求
是」 學風和思想路線，就是在繼承和
發展王夫之等古代思想家基礎上提出
的。清初南方各地抗清復明鬥爭此起
彼伏，王夫之作《雙鶴瑞舞賦》，對
「三藩」 之一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廣西

將軍孫延齡，起兵 「胥匡中夏」 寄予
支持和期望。姚虞琴是我國近現代著
名畫家，浙江餘杭人，早年在長沙研
究王船山學術思想。毛澤東早年在長
沙時，也曾在 「船山學社」 研求學
問，因此二人是社友。日寇佔領期
間，姚虞琴以賣畫為生，畫蘭不帶
土，以寓國土淪陷之意。新中國成立
使他欣喜萬分，將自己珍藏的這件寄
託愛國思想的墨寶，交由友人、中央
人民政府委員陳叔通先生轉贈毛澤
東。

毛澤東接到這件法書，於一九五
一年十二月三日交給了中央文化部文
物局局長鄭振鐸。他在給鄭振鐸的信
中說： 「據云此種手跡甚為稀有，今
送至兄處，請為保存為盼！」 十二月

十日，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致
信， 「主席：你寫給鄭振鐸局長的信
及王船山墨蹟一卷，均早收到，……
墨蹟已請專家鑒定，確係真跡。現已
將此卷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以備陳
列。」 隨手寫成的信件，沒有官樣文
章；主席交下的東西，竟也要鑒定。
領袖與部下之間沒有距離感。十二
日，主席在這封信上批示道： 「此物
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陳列展覽。」 希
望不要宣傳自己。

三臨城上 流連往返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四

點，中央保衛局給故宮博物院保衛科
一個電話，通知說毛澤東要來故宮。
不一會兒，兩輛小汽車開進了故宮神
武門。毛澤東從小汽車裏走出來，身
着灰色呢子衣服，腳穿白底布鞋，手
拿一根小竹竿，就上了神武門東蹬
道。登上神武門城樓，見到城牆上長
的苜蓿草時說： 「這是苜蓿吧，是好
東西。」 另據故老相傳，故宮的苜蓿
是元世祖忽必烈營建元大內時，由蒙
古草原引入北京的。在神武門城樓
上，毛澤東瀏覽了故宮全景，然後沿
城牆向東走去。經過東北角樓，轉而
沿城牆向南，來到東華門城樓，在那
停下來休息。毛澤東和同行的同事及
陪同的故宮保衛科長韓炳文一邊吃橘
子，一邊交談。毛澤東問了院裏機構
設置，各部門分工情況，又問韓炳文
的文化程度，當聽到他是小學文化，

毛澤東鼓勵說： 「那還要好好學文化
呀！」 走到午門，毛澤東參觀了設在
那裏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
博物館）出土文物展。此次參觀前後
為兩小時五十五分鐘。從午門城樓下
來，天色已晚，他向大家揮手告別，
乘車返回中南海。

隔了一天，五月十九日下午，毛
澤東又來到故宮，車進午門，登上午
門城樓，繼續參觀午門城樓內中國歷
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前後歷時一
小時三十分鐘。

五月二十日下午五點，毛澤東第
三次來到紫禁城，車進神武門，由神
武門西蹬道登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
向西走，至西北角樓。毛澤東在此留
下了珍貴的照片。毛澤東滿面笑容，
眺望紫禁城宮殿。此時夕陽西下，琉
璃瓦頂金光閃爍，紅色宮牆流輝四
溢，景象浩瀚壯觀，詩人毛澤東定是
心潮澎湃，浮想聯翩。從西北角樓向
南，過西華門，經西南角樓，從午門
城樓下來時，已是晚七點。他還想參
觀宮殿之內和文物展廳，但由於當時
院內沒有照明設備，沒能繼續參觀。
後來，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專門準
備了燈籠等照明設備，向主席辦公室
去電話，歡迎主席在任何時間來故
宮。然而，從那以後，毛澤東再也沒
有時間來故宮。

禮尚往來 得益前賢
毛澤東給故宮送藏文物，也向故

宮借閱書畫，每次借閱，都有清單，
並及時送還。逄先知在《毛澤東和他
的秘書田家英》一文中回憶，毛澤東
酷愛字帖，讓秘書把他所有的字帖都
集中起來放在身邊， 「除了買字帖供
毛澤東觀賞，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
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一九五九
年十月，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
二十件字畫，其中八件是明代大書法
家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
文徵明、董其昌等。」 故宮至今保存
着兩份毛澤東借閱古書畫的目錄，一
次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由中
央辦公廳陳秉忱經手，借閱書畫二十
件，這與逄先知的記載相符；另一次
是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由田家英
接洽辦理，借閱書畫二十六件。這兩
次所借均為明清兩代名人佳作。毛澤
東於繪畫，喜愛山水花卉；於書法，
喜愛草書，其草書作品大氣磅礴，深
得歷代名家之神韻，而又體現出偉大
革命家的宏偉氣魄，是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在新時代結出的文化碩果。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
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博物館
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家博物
館研究員）

▲王船山手跡《雙鶴瑞舞賦》卷引首近代吳昌碩題語。 故宮博物院

▲王船山手跡《雙鶴瑞舞賦》卷正文（部分）。 故宮博物院

◀一九四三年毛澤東為延
安中央黨校題辭 「實事求
是」 刻石（原件）。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北京紫禁城西
北角樓。 新華社

毛澤東與故宮博物院的故事

▲李白《上陽臺》帖（部分）。 故宮博物院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
王冶秋就毛澤東轉交王船山
手跡致毛澤東的信及毛澤東
十二日批示（影印件）。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
日，毛澤東就友人轉贈
王船山手跡致鄭振鐸信
內頁（影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