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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杀好友

1928 年，陈伯钧在一次战斗
中，缴获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
的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
了。教导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
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
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
扔掉，他把手枪拆开，用煤油反
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手
枪恢复如新。时隔不久的一天，
吕赤外出回来一进院中，陈伯钧
便笑着迎上去拿着枪得意地对
他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
了。”接着，他拉动枪栓想向吕赤
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
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栓的瞬
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
退净的子弹。只听“砰”的一声，
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呆
住。待缓过神来的陈伯钧跪倒在
吕赤身旁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吕赤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

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和陈
伯钧一起上井冈山参加革命，在

战斗中患难与共，感情深厚。陈
伯钧误杀好友后，内心十分悔
恨。事情很快被上报到上级部
门，部队首长们非常震惊。为了
稳定局面，上级指示保卫部门先
将陈伯钧关押起来等待处理。

立功赎罪

毛泽东详细地听取了有关
人员的调查汇报，将来龙去脉弄
清楚后深思良久，并未急于下结
论。他找到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
彬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
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回答说：“很多人都要求
杀。”毛泽东又说：“如今已死了
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
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
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
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
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
理。”张令彬立即回到教导队向
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接
着，毛泽东又亲自通知部队集
合，在战士们面前说：“吕赤是个

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
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
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
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
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
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
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
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
样，我讲得对不对？”这时，有人
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
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说：“当
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
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
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
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
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随后，毛泽东让警卫员找来

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陈的板子。
此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降
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而后的
几十年间，陈伯钧以英勇作战回
报毛泽东的不杀之恩，全身心地
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中，战功赫
赫，在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据搜狐历史
抗战时期，中共的经费主

要来自以下几个渠道：
各地方党组织弄来的黄

金。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
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侵华日
军占领招远县城后，对成品金
实行全面管制。为此，中共胶东
特委成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
会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
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
站运往延安。

国民政府发的军饷。红军
被改编成八路军后，国民政府
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 4 . 5 万人
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 63 万
元，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
没超过 75 万元。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发
饷，一般按时发放，极少拖欠。
新四军方面，按照叶挺出任新
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
每月应发军费 18 万元，实际每
月只给了 8 万元。后经叶挺和
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
13 . 5 万元。1941 年 1 月，新四军
在领到补齐之后的欠饷后，便
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被宣
称是“叛军”，蒋介石就再也没
有给新四军发过军饷了。

苏联的援助。1934 年，莫
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
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
援助基本停止了。

到 1936 年，又恢复了对中
共的小额经费援助。1937 年 11
月，经中共要求，共产国际执委
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 150 万美
元。此后苏联一直坚持对中共
的经济援助。据《党史信息报》

毛泽东刀下留人救回一上将

抗战时期
中共经费哪里来？

1949 年初，
国民党统治面
临垮台的命运，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于是
他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
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
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的
亲信陈诚奉命开始经营台湾。

194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2
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
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皇逃往
台湾。

《洪学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
一件事：1949 年 12 月 10 日，解放
军 15 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
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

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
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
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
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
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
坐的飞机将在下午 3 点左右到广
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
报告到 15 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洪学智处。当时广州机场驻有
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和战斗
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
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

石座机迫降下来，或
者是干脆打下来。洪
学智在了解了这一

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
给时任 15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
叶剑英。

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
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
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
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
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
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
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
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据《快乐老人报》

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座机

当时有人问毛泽东：“难道
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泽东说：“当然不能不了了
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
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
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
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
同意不同意？”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但盘踞在张家口
等地的日伪军拒绝投降。晋察冀
军区第 12 军分区第四十团奉命
收复张家口。

20 日凌晨，四十团迅速向张
家口挺进。5 时，部队到达张家
口东边的牛槽洼山。日伪军在这
里筑有碉堡群，周围有战壕、铁
丝网等守防设置，驻有伪军约一
个中队的兵力，配有轻重机枪，
火力较强，只有拔掉它，才能为
进攻张家口扫除障碍。

5 时 30 分，四十团发起攻
击。二连、四连担任主攻。经过激
烈战斗，牛槽洼山顶之敌除少数

逃跑，其余全部被歼灭。
部队占领阵地后乘胜追击，

一连、三连沿高地北侧、口里东
窑子村南，直插东山坡日本驻蒙
疆大使馆，当时日军已全部仓惶
逃窜。我军迅速歼灭部分伪军残
敌，占领了大使馆，并迅速向市
区进攻。12 时左右，全部占领了
清水河以东地区。

简单休整后，22 日清晨，四
十团和十团再次向张家口发起
进攻。上午 10 时，一连占领沙河

路一带敌人的军需、军械仓库；
三连占领了太平桥、铁路大楼一
带；二连、四连占领张家口东山
坡、太平桥东南地区。下午 3 时
左右，从狼窝沟溃退下来的日军
沿着清水河逃至火车站，妄图乘
车逃走。正在侧翼掩护十团作战
的四十团二连、三连、四连马上
进行阻击。敌人为了抢夺活路，
凭借优势兵力拼命反扑，妄图夺
占“宣门”石楼，掩护部队沿铁路
逃窜。

“宣门”石楼高 10 余米，居
高临下，是控制敌人东逃的咽喉
要道。在火车站货场附近的敌人
企图夺占“宣门”打通逃路，遭到
二连、三连、四连官兵的英勇阻
击，日伪军缩在火车站和货场附
近没能前进一步。

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
力下，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
以及张家口伪市长韩广森等 700
余名敌伪人员，全部缴械投降。
这场战斗，四十团与兄弟单位激
战 3 天，共歼灭日伪军 2000 余
人。至此，张家口这座塞北重镇
宣告解放。

据历史档案揭秘

解放张家口：

血战三天歼日伪军两千多人

1959 年 8 月 25 日，在中印
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
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 月 2
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
堂举行正式会谈。

会议上，赫鲁晓夫好似公
正地说要求中国应该和印度搞
好关系。陈毅听到后站起来反
驳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
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
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
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
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而且，
你们 9 月 9 日发表的那个《塔
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
中国的。”赫鲁晓夫抵赖：“我们
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
打死了他们的人。”陈毅很生
气：“我们 9 月 6 日给你们打了
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9 月 8 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
《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
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
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
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
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
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
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
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
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
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
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
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
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
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
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
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
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
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
晓夫的做派。直到会议快结束
时，他才表态说：“我们的原则
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
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
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
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

据《红墙见证录》

陈毅怒斥赫鲁晓夫

1928 年 4 月，朱德、毛泽东红军在
井冈山胜利会师。在随后召开的军事
会议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
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
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同年 5
月 4 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
召开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
大会。在这次会上，一向不喜欢舞刀弄
枪的毛泽东居然一反常态地挎上了一
把匣子枪。据陈士榘将军回忆：“我清
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
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
背过枪。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
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
上。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
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
过枪。” 据人民网

1979 年 2 月 17 日

自卫反击战

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
边境地区进行自卫反击战。3
月 16 日，自卫反击战结束。

1991 年 2 月 18 日

邓小平谈浦东开发

邓小平在视察建设中的
南浦大桥工地时说：上海这么
大，总是要造好几座桥。他指
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
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
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
资金投到上海。金融搞好了，
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
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
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党史上的今天

党事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来到北
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席间，负责
此次宴会的总厨师长王锡田精心准备了
一道压轴菜却出现了意外。

这道菜是传统名菜——— 盐焗鸡，做
法是将大盐粒炒热，然后把肉鸡闷在热
盐中，通过盐的热量把鸡闷熟。此时，宴
会已经开始上菜，但鸡还没有闷熟。紧要
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先把未
闷熟的鸡从盐粒中取出，然后再用高压
气枪将鸡蒸熟，这样，鸡中既有盐香味又
透着软烂嫩香，无意还成了餐桌上的一
道新品。

这道新菜品却深得基辛格喜欢。吃
完后，基辛格特意会见烧制这道菜的厨
师表示感谢，可是厨师却连这道菜的名
字都说不出来。最后周恩来建议说，这道
菜就叫“基辛格鸡”好了。 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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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伯伯钧钧和和毛毛泽泽东东在在延延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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