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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泽东叫停载人飞船
15CPC'sHistory

1961年4月、1962年2月，苏联
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载人飞船。
接着，美国启动了“阿波罗”登月
计划。消息传来，中国许多航天
专家彻夜难眠，决心奋起直追。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
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召开中央
专委会议，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
弹结合试验的报告。当时，我国
已成功进行了两次原子弹爆炸
试验，但仍处于“有弹无枪”状
态。此次会议就是要讨论导弹核
武器试验方案。

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专家们
达成共识：我国无意参加美苏的

太空战，但载人航天技术具有广
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我国在卫
星研制的同时，也应逐步开展宇
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中央专委采
纳了专家们的意见。

空军秘密选拔航天员 1970
年 7 月 14 日，就在我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成功发射不久，毛泽东批
复了一份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报
告。专家们在报告中呼吁，要“一
鼓作气，把中国人送入太空”。

1971 年 4 月，80 多家单位、
400 多名航天专家来到北京京西
宾馆，对载人航天进行了深入讨
论，确定了“ 714 工程”发展载人

航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
学森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
计划在 1973 年底发射升空。

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由空军
负责。选拔小组于 1970 年 10 月成
立，开始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选
拔航天员。在跑遍了全国的空军
驻地后，选拔小组从 1000 多名歼
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 80 多人，经
过淘汰，最终只剩下 19 人。

为了在 1973 年底能发射“曙
光一号”，航天专家们做了许多
防热材料和大型试验，甚至连运
输飞船的车辆和航天员的食物
也有了初级产品。更重要的是，

“曙光一号”的全尺寸模型也做
了出来。

在做完这些准备工程后，航
天专家们已“倾尽所有”。在那个
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的年代，国
家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持和发展
航天事业。由于经费的缺口，载
人航天计划无力为继。“把用在
载人航天上的钱，搞经济建设更
有实际效果”，国内开始出现很
大的争议。

最终，毛主席拍板定案，载
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
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
放。 据《安徽日报》

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
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
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
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
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
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
经完成了。如果 3 年前解决了柬
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
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
科。现在已经过了 3 年了，我这
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
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
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
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
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
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
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
苏联的关系。确定了香港回归，
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
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
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
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
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
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
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
题。”在 85 岁高龄的时候，邓小
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
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
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
遗憾。 据人民网

红大进驻保安，极目四望，
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
处是野草乱石。当地一首民谣这
样唱道：保安穷山窝，破洞比房
多；菩萨比人多。就在这样的环
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 那
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们，开
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
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
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
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
科。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
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
1955 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
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

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
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
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
人均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
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

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
百万银元之巨。

1937 年春，红军大学更名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
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
担任。 据《林彪的这一生》

1 9 3 4 年
10 月，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
时，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
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设 4 个梯
队）、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
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
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
会、共青团等组成 )和第一、第
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 8 . 6
万余人。

1934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的湘江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

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遵义会议。据统计，遵义会议
时，中央红军的兵力总数约为
3 . 7 万余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雪
山夹金山后，于四川懋功地区与
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
军人数已减少至2万余人。

1935 年 9 月，在张国焘企图
危害中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
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
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

面 军 的 第 一 、
第 三 军 ( 原 第
一、第三军团 )

编为陕甘支队北上。据《彭德怀
自述》回忆，当时编为陕甘支队
的红一、红三军计 1 . 4 万余人。

1935 年 11 月，恢复红一方
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
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红
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全军共 1
万余人。

一年后，部队有所扩大，到
1936 年 8 月底，红一方面军连同
地方部队已发展到 3 万余人。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31 年 12 月初，时任苏
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纪检主
任的周恩来，深入到中央苏区
偏远县乡开展社会调研。当他
看到几处村民聚众酗酒的情
景后，他立马召集当地的苏维
埃干部，开了一个特别紧急会
议，表示坚决反对酗酒的陋
习。苏维埃政府主席陆铁雄建
议，可否采取“立法治酒”的方
式？周恩来说：“喝酒是不犯法
的。立法治酒也不符合中国人
的风俗习惯。仅凭行政命令压
制，绝对行不通。”

随后，周恩来就对如何教
育群众戒酒思索起来。鉴于看
到群众酗酒误事的感触，周恩
来乘兴仿照山歌的形式，写了
一首《戒酒歌》。其歌词是：

“哎呀哩——— 劝郎哥，认
真听，酗酒不是好事情；酒性
烈，不可贪，害人害己伤性命。
哎呀哩——— 劝郎哥，要留心，
眷恋酒碗性情人；立大志，做
好汉，莫为酒鬼留罪名。哎呀
哩——— 劝郎哥，听分明，贪酒
有碍事业兴；肯悔过，有法救，
红军纪律最严明。哎呀哩———
劝郎哥，下决心，严重局面要
认清；倡勤俭，戒奢侈，明朝迎
接世太平。”

这首《戒酒歌》歌词流畅、
通俗易懂，音律押韵、朗朗上
口，深受中央苏区军民的欢迎
和喜爱，不久就在苏区各地广
泛传唱开来。 据《党史博采》

彭德怀一生没有子女。
1950 年，彭德怀将侄女彭钢接
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戒备森严
的中南海，与轻松活泼的学校
相比，彭钢更喜欢后者。直到
上初中，彭钢都一直住校，只
有周末回来。“那时伯母经常
出差，伯伯回家后总是冷冷清
清，他劝我‘还是走读吧，家里
热闹些’。”彭钢不愿意，为此
提出条件：“除非给我买自行
车。”一向节省的彭德怀，真的
破例给侄女买了辆自行车。

“这辆车是‘永久’牌的，天蓝
色，非常好看。”彭钢视其为珍
宝。 据人民网

红大“将军科”：38个学员全是将军

红军到达陕北后还剩多少人

邓小平唯一憾事：
看不到台湾回归

一向节省的彭德怀
破例给侄女买自行车

周恩来创作《戒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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