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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家风

党史上的今天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
义部队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
地。1927 年 9 月 26 日，毛泽东
接到江西省委来信，说在宁冈
地区有一支党的武装——— 袁文
才部。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
事会议上就曾听说过宁冈和袁
文才的情况，所以接到此信后
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
并在那里寻求立足之地。9 月
29 日，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
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史上著名
的三湾改编。与此同时，写了一
封亲笔信给袁文才。

袁文才收信如临大敌

袁文才接信后如临大敌。他
忧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
应对之策。并派龙超清和陈慕平
等 3 人作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
亲笔信去三湾见毛泽东。信中
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
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
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
礼，袁文才叩首。”毛泽东看信后
没有表现出怒意，而是平心静气
地向龙超清等讲明部队上山的
主张，表示不会威胁袁文才部的
安全。相反，如果两支队伍可以
合作，将增强革命的武装力量。
最后，他慷慨地送给龙超清 3 人

每人一支枪，希望他们能够将团
结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阐明。

时隔不久，他率部进驻离三
湾 30 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
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
部队的方针。代表之一的龙超清
参加此会后便在毛泽东和袁文
才之间奔走传递双方的想法。经
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沟通，袁文才
终于同意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
与毛泽东会面。

10 月 6 日，毛泽东一行七

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
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
门宴等待毛泽东到来，还预先在
林家祠堂里埋伏了 20 多个荷枪
实弹的士兵。

毛泽东淡定赴宴

毛泽东深知此行凶险万分，
但为了部队能够在井冈山地区
站住脚，明知有危险也要淡定赴
会。毛泽东见到袁文才后，首先
打消他的戒备之心，让他明白自

己的到来并不会对井冈山地区
造成威胁，相反会增加革命的力
量。毛泽东还向袁文才谈了自己
的斗争主张。毛泽东侃侃而谈，
其渊博的学识和大将气度令袁
文才十分钦佩，他认定毛泽东是
个人物，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
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
他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临别时，毛泽东提出赠送给
袁文才部 100 条枪。此举令袁文
才十分意外和感动，他当即回赠
了毛泽东1000块银元，表示对革
命军的感谢，并同意工农革命军
在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

通过袁文才的引荐，毛泽东
还结识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
当时也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毛
泽东再次通过赠枪的方式赢得
了王佐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
用了一个十分绿林化的方式把
友情筑牢。为了能与王佐搞好关
系，他进驻茨坪后，指示已任王
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
深夜突袭土匪尹道一的巢穴。这
个尹道一作恶多端，也是王佐的

“死对头”。何长工将尹道一的人
头割下来送给了王佐。王佐十分
感激毛泽东，当场表示“从此以
后跟定了共产党”。

据《党史文汇》

1938 年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
洞里，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两句话见于《大戴礼记》和《孔
子家语》，但毛泽东要罗瑞卿读的
却是《后汉书·班超传》。传载，西
域都护班超离任，继任的任尚前
来请教：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
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收。今君性
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
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
而已。”

其中水清、至察并非指为人
的清或浊，而是指对人的宽和严。

“性严急”的任尚对班超的话嗤之
以鼻，结果是西域叛乱、负罪还
朝。罗瑞卿的“严急”怕是不亚于
任尚。

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
福尔摩斯。1949 年 10 月，叶剑英
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
他从江西陈正人那里要到广东。
陈泊和陈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
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
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
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
况迅速好转。叶剑英在给公安部
的信中说：“广州的潜伏敌特力量
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
平安，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
分不开的。”

然而，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
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 年召开
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
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
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1951 年，公安部

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
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

“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
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
到 1982 年，冤案才得平反。

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
瑞卿缓颊：“起用那些旧警员，是
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
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
想法。”叶剑英无奈，在华南分局
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陈泊的夫人吕璜，向邓颖超
递了一份申诉材料，邓仔细看了
后，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
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
一下。”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
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
吕璜从此不许探监。

据《历史学家茶座》

在延安时代和新中国成
立初期，已担任西北局书记的
习仲勋，常常在家庭饭桌上高
声吟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围坐在桌前的孩子们也
稚气地和起来：“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
夫犹饿死。”

习仲勋对子女的教育是
慈爱而严格的，他特别注意从
小事抓起，培养孩子勤劳勇
敢、艰苦朴素的品德，不允许
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孩子的
衣服和鞋袜，都是依次“接
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
让小的再穿。

习仲勋的长子从中国科
技 大 学自动 控制专业 毕 业
后，被分配到陕西省户县一
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了 1 3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
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
人员，他就因所学专业对口
被选中，并迅速办妥了调动
手续。但就在即将启程赴京
报到时，却没有了消息。

原 来 习仲勋知道 了 此
事，亲自出面“挡驾”。他未和
儿子商量便给后勤学院领导
做工作，让撤回了调令。他认
为干部子弟不能特殊，应当
带头在艰苦地方工作。习仲
勋还让陕西省委主要领导帮
助做说服的工作：后勤学院
需要科技人才，陕西同样需
要科技人才，而在陕西会更
好地发挥专长，不能让人说
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儿子就
调到了北京，这样会影响党
在群众中的威信。

贾巨川

张国焘在武汉宣布脱离共
产党，各报刊着实热闹了一阵之
后，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对张
国焘的投靠，开始也高兴了一
阵，他嘱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
局长戴笠照料一切。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接应
过个别的共产党的叛徒，还现身
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
自首叛变，但常常不能如愿。

蒋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
张国焘这个“带头羊”，对中共
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
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令他们大
为失望。

1948 年，国民党的许多高级
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
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
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
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
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
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
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
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
张国焘留下。

1948 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
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
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
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
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
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
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
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
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
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
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
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
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

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
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
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
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
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
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
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
的谈话不欢而散。

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
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
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
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
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
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
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
1948 年 11 月携全家去了台湾。
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
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张国焘传》

1948年3月3日，彭德怀率

部在瓦子街之战中全歼国民
党第29军，此役国民党军被歼
2 . 9万人，中将军长刘戡自尽。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进至
宜川城外，胡宗南得知宜川城
被围，一面令宜川守军坚守待
援，一面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
戡率军部和整编27师、第90师
共8个团驰援宜川。彭德怀留5

个团继续围攻宜川城，集中9个
旅占领铁笼湾段公路两侧高
地，等待国民党军全部进至该
段隘路后发起攻击。战至1日17

时许，将刘戡部2 . 4万余人全部
歼灭。2日，解放军一部突入城
内，至3日8时，全歼守军。

据中国青年网

彭德怀全歼第29军

中共实行“三三制”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
问题》的指示，在总结各地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
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统一
战线性质的政权；在政府工作
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
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
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纳
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
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
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
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
政治。

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
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
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
阶级群众，争取中等资产阶级
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因素，争取抗日战争的胜
利。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云的家庭融洽和谐，他
很喜欢那种换尿片子、晾衣服
的家庭气氛。和于若木刚结婚
时，他就说：“我是个老实人，你
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
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于若木
写给在英国的大哥的信中说，
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陈
云是一个正直的人，非常和蔼
善良，从来不发脾气。

陈云对于若木的确很关
心。“文革”中，于若木因看不惯
江青的所作所为，用真名真姓
贴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的大字
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开除
党籍，隔离审查。陈云不避风
险，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说情，最
后总算保住了于若木的党籍。

陈云去世后，于若木深情
地撰文说，在我和陈云同志一
起生活的 50 多年中，陈云同志
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
思想和觉悟水平。我欣赏他的
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
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
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
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另外，陈云从不束缚每个
子女的个性发展，也不刻意让
他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而
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成长
环境，教导他们做一个正派的
人、心态平和的人和普通人。

据《学习时报》

陈云家庭讲和谐

1927 年毛泽东赴“鸿门宴”

习仲勋亲自“挡驾”
不让儿子调进北京

叶剑英感慨：主帅无能 累及三军

蒋介石逃亡台湾不带张国焘

毛泽东一行七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
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毛泽东到来，还预先在林家祠堂里
埋伏了 20 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

（左）袁文才 （右）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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