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1�年2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王忠丽 美编：张攀峰 15CPC'sHistory
工资发下来几下就没了

60 年代初，毛泽东工资降为
3 级，每月 404 . 8 元，但据毛泽东
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当时主
席常常捉襟见肘，因为每月各项
开销摆在那里，没几下工资就花
光了。党费 10 元，房租水电、地
毯家具 80 多元，这是每月必交
的；每月伙食 100 元左右；还要
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
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
人 15 元，慢慢加到 25 元，最后是
30 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
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
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
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
已经超过了 300 元。除此之外，
毛泽东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
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
钱至少得几十元。而毛泽东每月
要喝 1 斤多甚至 2 斤多茶叶，又
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 30 多元。

另外，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
不菲的支出。早在中国共产党创
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
的章士钊曾借给他几百块银元，
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
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
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
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

出的 2000 元，年年如此，一直坚
持到章老逝世。

取稿费补贴家用

1972 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
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
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

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规
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
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
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
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
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中央警

卫团团长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
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
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问
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
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
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
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
这次出手大方，同意从稿费中给
8000 元。吴连登没有将这 8000 元
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
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
名义存进银行 5000 元，交给她
3000 元。

由于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
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
得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
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
是不用说了，然后画圈批准从其
稿费里提出 1 万元来补贴家用。

当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
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他没有
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
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
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
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
痴迷的 8 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
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
会室”管理的稿酬 120 多万元人
民币。后由有关部门安排，他的
子女每人仅分到 8000 元。

据凤凰历史

周恩来的 10 条家规

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
设,他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
一个大家庭，他不但用自己的
工资资助亲友长辈，还主动担
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年轻一代
的责任。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
念馆的展板上，醒目地写着

“周恩来的 10 条家规”，家规中
要求：

1 . 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
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
过时才可以去看看；

2 . 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
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
由他支付；

3 .亲属到国务院机关食堂
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
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4 .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
场，不得享用招待券；

5 .不许请客送礼；
6 .不许动用公车；
7 .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

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要自我
服务；

8 .生活要艰苦朴素；
9 .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

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10 .不能谋私利，不能搞特

殊化。
这10条家规，是周家晚辈

根据周恩来平时对他们的教
育总结出来的。

据《学习时报》

领袖家风

1945 年 12 月 29 日，禹城
县城被八路军解放。但距离县
城 5 公里左右的禹城火车站
还驻有近千名装备优良的日
军。日军指挥官大队长山谷自
恃装备精良，狂妄地对前往送
通牒的八路军战士说，想缴他
的枪，只管来较量。

面对日军的蛮横挑衅，渤
海军区第四前线部队调集特 1
团、特 2 团、骑兵大队、警备 6
旅和禹城武工队，分四路向禹
城车站进发，将拒不投降全部
日军团团包围，战斗数小时

后，日军败事已显。
为促使日军尽快放下武

器，我军向被围的日军再次进
行了劝降，被围困的日本兵此
时已失去继续抵抗的意志。日
军大队长山谷放下指挥刀，举
起双手，喊道：“投降！我们统
统地投降。”日军见状立即把
枪“噼里啪啦”地扔了一地，
300 多个日本兵全部向八路军
举手投降。当我军对日军送通
牒的战士再次走到山谷面前
时，山谷低头鞠躬说：“大大的
对不起！” 据历史档案揭秘

日军队长向八路军道歉

1916 年春，云南护国军开
赴川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决一
死战。为了支援云南护国军，刘
伯承和王伯常率领四川护国军
第四支队北渡长江，攻取由北洋
军重兵防守的丰都县城，以阻止
袁世凯把援兵派到川南，也使入
川作战的北洋军进退两难。

为此，刘伯承进行了周密部
署：一是在进军丰都的前几天，
就派人到城里侦察，与那里的革
命党人、哥老会首领接头联络，
让他们派武装人员混入城去；二
是从护国军中挑选 100 多名机
智勇敢的士兵换上便衣在城中
潜伏起来，准备在护国军攻城时
里应外合；三是派人暗中四处张
贴、散发《讨袁檄文》，以动摇敌
方军心。一切准备就绪后，刘伯
承等人率领部队急速开进，直扑
丰都。大军途径马口垭，并在天
黑后悄然赶到了新城，立即控制
了附近的制高点。这时，潜伏在
丰都城里的护国军和哥老会的
武装人员，一听到城外枪响，立
即按事先约定的作战计划直向
西城门冲杀过来，里应外合，很
快占领了丰都城。

护国军攻克丰都的消息传
开后，很快引来了北洋军增援。
敌军数倍于我，情况万分危急。
鉴于阻止牵制增援川南之北洋
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为了避
免不必要的牺牲，刘伯承当机立
断，决定将部队撤出丰都城。就
在部队边打边撤时，刘伯承突然
发现身边一个士兵没有隐蔽，受
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便马上扑过
去，大声吼道：“危险，快趴下！”
此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射穿了
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刘伯
承的眼珠当即破裂流出眼窝，他
痛得昏倒在地。见北洋军已攻入
城内，战士们慌忙将刘伯承抬进
一家药店，把他的头部包扎了
后，藏到楼上的仓库里，并把门
反锁上，以防敌人找到。不久，因
北洋军烧杀抢掠，药店起火，刘
伯承被烟雾呛醒。他奋力爬到门
边，发现门被反锁，便砸开小窗，
用被子蒙住头从窗口滚了出来，
恰好被几个正在寻找他的战士
看见。于是，刘伯承很快被转移
出城，后虽经多方医治，但刘伯
承还是永远失掉了右眼。

据《党史纵览》

“开国第一宴”的几个细节
国内外很多人都参观过富

丽堂皇的北京饭店国宴大厅，很
多人也都以为“开国第一宴”就
是在国宴大厅里举办的，多年来
这是个误区，其实金碧辉煌的国
宴大厅是在 1954 年才建的。举
办“开国第一宴”的地址在北京
饭店何处呢？

借舞厅摆宴席

法国人经营红砖老楼北京
饭店时，于 1917 年在红砖楼房
的西边又盖了一座七层高的法
式洋楼(现称中楼)，在一层的北
面建有一个可供 300 至 400 人用
餐的很大的西餐厅，其中在西餐

厅前边也就是南面又建有一个
很大的可供 200 至 300 人跳舞的
舞池，舞池木质地板下铺有软弹
簧，人们跳舞时，地板便轻颤，不
伤人脚。在舞池的东边还有一个
很大的前厅大堂，也可容纳 200
至 300 人休息。如举行有上千人
参加的大宴会，便可把西餐厅的
大门打开，这样西餐厅和舞池与
前厅大堂三处自然相连成为了
一个整体。这个绝妙的位置，摆
满 10 人大餐桌，大约可供千人
同时用餐，纵观 1949 年的北平
城在哪也找不到这么大的餐厅
了。所以 1949 年举行的“开国第
一宴”的地方应该是在法式七层

洋楼的前厅大堂和舞池与西餐
厅相连在一起的这个大地方。

薪饷册有厨师明细

《北京饭店史闻》记载：
“ 1949 年 6 月，北京解放不久，党
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 130
多人来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
议筹备会，共同商讨建国大计。
为了接待好这些住店代表，饭店
现从坐落在锡拉胡同的‘玉华
台’饭庄聘请了朱殿荣、王杜堃、
孙久富等 9 位厨师。‘玉华台’是
地道的淮扬风味，专门做大菜筵
席的高级饭庄，在过去的北平颇

有名气，来的这几位厨师也各有
擅长…… 1949 年开国大典的盛
大宴会，就是完全用淮扬菜举办
的。”书中只记载了“开国第一
宴”中 3 个厨师的名字。但在“北
京饭店职工 1949 年 10 月上半月
薪饷领收证明册”中记载了经手
制作“开国第一宴”淮扬菜的9位
厨师，还有他们的一些信息：朱
殿荣领小米175斤、王杜堃领175
斤、李福连领165斤、杨啓荣领165
斤、孙九富领165斤、王斌领150
斤、李世忠领150斤、杨啓富领140
斤、景德旺领140斤。以上9人的
名字下都盖着各种样式的私人
朱红色印章。 据人民政协网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 . 8元后，一直到
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都没有调过。客观地说，这笔工资当时是挺
可观的，但主席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让生活管理员吴连登
不知如何是好。

毛主席家入不敷出

刘伯承舍身救士兵

“这个老耿心真细”
1939 年的一天，耿飚去看

望肖劲光，发现肖在石头上磨
刮脸刀片，几块“可怜”的刀片
早已被磨得连钢口都没了。钳
工出身的他三下五除二就给
肖劲光用铁皮做了个夹子，磨
起来方便多了。后来肖劲光好
几次说到这件事，每次都感
慨：“这个老耿，心是真细啊。”

1956 年底，周恩来率团出
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五
国。行前，耿飚提议：“如果印

方邀请您到尼赫鲁总理的家
乡访问，最好别去。”周恩来问
为什么，耿飚解释：“据我所
知，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
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您如果
在尼赫鲁的陪同下到他的家
乡访问，就会造成中国在克什
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
基斯坦的误解……”此后，印
方果然提出类似邀请，但被周
恩来婉拒，由此深获巴基斯坦
方面的满意。 据《北京日报》

1927年——— 1949年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
抗战。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
重视敌人。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 为人民服务。

1950年——— 1976年

◎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阶
级斗争为纲。
◎ 人民公社好。
◎ 反对修正主义向雷锋同志
学习。
◎ 备战、备荒、为人民。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7年——— 2001年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
◎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
鼓舞人。
◎ 三个代表。
◎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据共产党网

党事

各时期中共的口号

毛毛泽泽东东和和家家人人在在一一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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