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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母亲称呼多
汉代，四川人把母亲称

为“姐”。许慎在《说文》中
说：“姐本蜀人呼母之称。”同
一时期，江淮一带把母亲称
为“社”。

南北朝时期，母亲又被
称为“家家”。《北史·南阳王
绰传》中说：“（北齐南阳王
高）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
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
妹妹。”意思是说，北齐时期
的南阳王高绰和他的兄弟们
都称呼父亲为“兄兄”，称呼
母亲为“家家”，称呼奶娘为

“姊姊”，称呼妻子为“妹妹”。
宋朝的时候，母亲也被

称为“姐姐”。《四朝闻见錄》中
说，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想以妃子吴氏为皇后，宋高宗
对吴氏说道：“俟姐姐归，当
举行。”意思是说，等姐姐从
北方归来的时候，就举行册
封皇后的典礼。这里的“姐
姐”指的是宋高宗的母亲韦
太后。吴氏对宋高宗说道：

“大姐姐远处北方，妾岂敢干
此。”意思是说，大姐姐此时
远在北方，我怎敢当皇后？这
里的“大姐姐”指的是宋高宗
的原配妃子邢氏。由此可见，
南宋时期把母亲和原配妃子
都称为“姐姐”。 文博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是湘乡县人。外祖父文芝
仪，是个诚实勤劳的农民，
外祖母贺氏一生温厚贤惠，
他们共生育了3子3女，最
小的女儿因在同族姐妹中
排行第七，文七妹就成了她
的正式姓名。

标准的贤内助

文家与韶山冲相距 20
多里地，文七妹的祖父去世
后，安葬在韶山冲龙眼塘。
每年的清明、冬至，文家都
要例行前去扫墓，来往很不
方便，文家有意在韶山冲结
一门亲戚。经人说合，文七
妹 18 岁时与毛顺生成亲。
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生有
两子，都夭折了。

1893 年 12 月 26 日，文
七妹生下毛泽东，分外高

兴，可又整日担惊受怕，生
怕这个儿子也离她而去，便
时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
佑。文家对毛泽东也尤为
关注，外祖母贺氏在毛泽东
稍大时，还将他接到家中抚
养。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
时光是在文家度过，他与文
家的表兄们关系融洽，情同
手足。

没几年，文七妹又生了
泽民和泽覃。文七妹还生
了两个女儿，但都不幸早
夭，她便收养了一个干女儿
毛泽建。按照中国的家庭
伦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
文七妹是一位标准的贤内
助，从早晨鸡鸣到晚上掌灯
时都在操持家务。在韶山
冲，没有人不夸奖她聪明贤
惠，做事有条理。

仁慈的妇女

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
泽东曾经也是个虔诚的有
神论者。15 岁那年，母亲
病倒在床，他每日早起必定
向神灵菩萨跪拜祈福，还徒
步去南岳衡山求神拜佛。
正如李锐在《学生时代的毛
泽东》中写道：“那还不是一
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十五岁
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

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
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
做不到的。”支撑毛泽东“虔
诚的信仰”的不是别的什
么，是对母亲的至孝至诚的
赤子之心。

文七妹虔诚信佛，来自
她的菩萨般的善良心肠。
毛泽东是这样称赞自己的
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
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
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
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
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
给他们。”毛泽东深受母亲
的影响，自小就乐于助人。

和天底下所有的家庭
一样，在毛顺生父子之间发
生冲突时，文七妹多是站在
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
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
说：“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
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
次发生争吵。”他还说：“我
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
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
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
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
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
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
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
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
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

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
的做法。”

写下《祭母文》

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
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
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
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无暇
抽身也要家书频传，给父母
捎去平安祝福。

1919 年 10 月 5 日，文
七 妹 病 逝 韶 山 ，享 年 53
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
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
弟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
入棺二日。毛泽东在晚年
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
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
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
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
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
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
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
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
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
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
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
为母亲守灵，并就着幽幽的
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祭
母文》，追述母亲勤俭持家、
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
品德。 红岩

毛泽东：母亲形象都是美好的 文史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