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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今天

领袖家风

CPC's History

1948年6月17日
至7月6日

董必武的节俭：
用过的牙签蒸过再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
二十年间，由于战争频仍，情况
多变，一场大的战斗结束之后，
或者敌人一次大的镇压和搜捕
之后，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
事情时有发生。于是，寻找党组
织成为历史上一道颇富传奇色
彩的、可歌可泣的独特风景。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
征抵达陕北，组成西路军，渡黄
河西征。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
以失利告终，几乎全军覆没。当
时，在西路军中任职的李聚奎、
朱良才、方强等湘籍将领，在西
路军失败后，抱着东回找党的坚
定信念，沿路乞讨，最终回到党
的怀抱。

西路军失败后，作为军参谋
长的李聚奎只身一人，携带一根
讨饭棍，一条干粮袋和一只指北
针回延安找党。他白天躺在坟地
里睡觉，夜里赶路。一次，他进村
讨饭时与敌骑兵遭遇，近隔数
米，幸亏身边有一羊群，他挥动
讨饭棍，口中含含糊糊吆喝着，
骗过敌人。就这样，李聚奎最终
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朱良才也是一路行乞，不知
躲过多少敌兵的围追堵截，才来
到兰州。当时，黄河大桥上敌人
盘查严密，没有通行证，插翅难
飞。而要回到陕北，此路必行，怎
么办？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
一次险恶的经历：1927年湘南暴
动后，他去韶关找朱德部队，在
一桥头也遇类似堵截。那天恰巧
有几顶妓女的轿子经过，朱良才
灵机一动混在抬轿人中过了桥。
这次，朱良才依葫芦画瓢，看到
一敌军乘轿过桥，冒着被抓的危
险，又一次混进抬轿人中，竟又
一次蒙混过关。到达甘肃会宁
后，他又混入押解西路军红军俘
虏的敌人“遣返队”，得到了一点
返乡路费，同时串通好坚决找党
的数位红军战士，在敌人刺刀的
押解下，逃出狼窝，重新回到党
的怀抱和红军队伍中。

李万青

朱良才靠骗敌人
得路费重回红军

陈云叫停表现自己的电视剧

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
野战军主力的配合下进行了
豫东战役（亦称开封、睢杞战
役）。6月17日至22日，首先攻
克河南省会开封。这是解放
军在关内第一次攻克省会城
市。6月27日至7月2日，在睢
县、杞县地区歼灭区寿年兵
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等
部。7月3日至6日，又迎击来
援的黄百韬兵团，歼其一部。
豫东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俘
敌兵团司令官区寿年。这一
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战
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
党军队在这个重要战场的防
御体系，为不久后进行的济
南战役和淮海决战创造了有
利条件。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
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周恩来
说，中国进行核试验是为了
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核试
验成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
破了美苏核垄断，并重申，在
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中
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

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

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
地位越高、越戒奢从俭，而且
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

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
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
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
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
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
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用。
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
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
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
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
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
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
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
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
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他对孩子也一样，一分
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女儿
董良翚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

“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
还小，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
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
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
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
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
了。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
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
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
亲的苦心。 据《学习时报》

毛泽东爱吃辣椒，特别是家
乡的辣椒。当年在江西，为了吃到
辣椒，贺子珍四处为他寻辣椒。有
一次，为了辣椒，毛泽东还向贺子
珍发了一次大火。那时正值盛夏，
贺子珍好不容易找来辣椒，为毛
泽东炒了一大碗。毛泽东一连吃
了好几顿都舍不得全吃完。后来
贺子珍端起一闻，发现辣椒已经
有些变味了，于是便把剩下的都
倒掉了。中午吃饭时，毛泽东到处
找辣椒都找不到。贺子珍告诉他
已经倒掉了。毛泽东一听，立即火
冒三丈，气得把饭盆都扔掉了。贺
子珍气得跑了出去，到晚上才回
家。毛泽东知道是错怪了贺子珍
后，便对她说：“你知道我喜欢吃
辣椒，扔掉了怪可惜的。变味了，
煮一下还可以吃呀！”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
话，不吃辣椒不革命，吃辣椒是革
命派。当年他在河北西柏坡时，苏
联共产党的全权代表、苏共中央
政治委员米高扬来访，他因为欺
负毛泽东不喝酒，当着许多人的
面要和毛泽东比喝酒。米高扬自

以为这样会使毛泽东服输，谁知
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尖尖的
红辣椒说：“我说过，不吃辣椒不
革命，我不能喝酒，但能吃辣椒，
你能吗？”

开始，米高扬不知其中的厉
害，认为那么个小小的红辣椒有

什么了不起。特别是他见毛泽东把
一个小尖椒放在嘴里嚼得津津有
味，所以，也拿起一个小尖椒就放
在嘴里嚼了起来。刚嚼了两下，辣
得他直叫，连连说“不妙，不妙。”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说：“米高扬同志，吃辣椒你不如
我吧！这样吧，为了公平，你喝酒，
我吃辣椒。你喝一杯酒，我吃一个
辣椒。”结果，米高扬醉得不省人
事，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

晚年时，由于患有多种疾病，
特别是脑神经病，毛泽东吞咽困
难，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大吃辣
椒了。但仍然是在吃东西时要把
辣椒粉放在小盘上，吃时用别的
菜蘸一点点，然后高兴地说：“好
香啊，一直辣到脚尖了。”

据《党史纵览》

毛泽东用辣椒“灌”醉米高扬

周恩来右手负伤，靠推拿治愈

1998 年是刘少奇、周恩来、彭
德怀诞辰 100 周年，杨尚昆有三
篇缅怀文章要写。刘少奇和周恩
来是他的老上级，彼此交往几十
年，情深意笃，相濡以沫；彭德怀
是他的老战友，从红三军团到北
方局，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特别
是在“文革”期间，刘少奇和彭德
怀被迫害致死，而周恩来鞠躬尽
瘁，他有话要说，有情要表。于是
他构思内容，指导起草文稿。这就
是纪念周恩来的《相知相识五十
年》，纪念刘少奇的《卓著功勋，彪
炳春秋》和纪念彭德怀的《追忆彭

大将军》。其中，纪念刘少奇和彭
德怀的两篇文稿，他是 8 月 2 8
日、29 日在病榻上阅定的。

9月2日，杨尚昆开始立遗嘱。
9月14日子夜，他与世长辞。临终
前，他在给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各同志
的报告中写道：

“关于我的后事，一定要向中
央表示要求从简，今年遭了大灾
更要从简；二是火化，火化以后送
回我的老家潼南县去，同杨公埋
在一起。”

“还有几摊子事情，比如回忆

录等，我也作了交待。”
杨尚昆缅怀周恩来的文章发

表于199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缅怀刘少奇、彭德怀的文章却成
了遗作，分别发表于他逝世后的
10月27日和11月24日。回忆录的
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由中央文
献研究室继续负责。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了反映他民主革命斗争经历
的《杨尚昆回忆录》，同时出版的
还有记述他在1949-1965年人生经
历的《杨尚昆日记》。

章学新

杨尚昆遗嘱：今年大灾我后事从简

1959年10月，顾达寿在北京作为苏方首席翻译官参加中苏首脑会。前排

左起为彭真、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毛泽东、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苏共第二书

记)、葛罗米柯(苏外交部长)。毛泽东身后为顾达寿。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
日，周恩来在陈毅的陪同下，连续
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等非洲10国以
及阿尔巴尼亚。

周恩来在访问埃塞俄比亚
时，当地降雨，这在非洲是一种受
人欢迎的天气。前来迎宾馆迎接
中国贵宾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代表
和外交部长都是一脸喜色。周恩
来和陈毅也为之高兴，和东道主
一边说话一边朝楼外走。不料，在
下台阶时，由于下雨，周恩来脚下
一滑，摔倒在台阶上。

周恩来摔倒时，右手下意识
地往地上撑了一下。他的右手当
年在延安时曾经坠马摔伤过，留

下了众所周知的后遗症。现在这
么一撑，雪上加霜，再次负伤。

陈毅和随行人员当即将周恩
来搀扶起来，退回迎宾馆。陈毅马
上召来随团医生，给周恩来紧急
治疗。

专家认为必须慎重诊疗，建
议立刻去医院，但周恩来根据自
己的感觉，又征询了随团医生的
意见，认为“没有问题”，坚持按照
预定的计划进行外事活动。可是，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手伤发作，疼
痛不已，严重影响了睡眠。

返回北京后，周恩来忽然想
起四川有位叫郑怀贤的武术家，
特别擅长治疗跌打损伤。当天傍

晚，就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飞抵成
都。郑怀贤直到进了门才知道今
天竟是给周总理治疗，心中非常
激动。郑怀贤运用他那精湛的内
家气功在周恩来的手部按摩、捏
拿。一番治疗后，周恩来惊奇地对
邓颖超说：“哎！给郑老师这样一
弄，疼痛马上减轻不少呢！”当天
晚上，周恩来就感觉到受伤部位
不像前几天那样痛了，因而夜里
好好地睡了一觉。

郑怀贤从 1964 年 2 月 7 日
到 2 月 12 日，一共给周恩来治疗
了 6 次，周恩来的手伤就已经基
本痊愈。2 月 12 日是这年的除
夕，为了表示对郑怀贤的感谢，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热情邀请郑
怀贤和他们共进除夕晚餐。

据人民网

上世纪80年代，已拍竣的电
视连续剧《荣氏兄弟》在即将播出
前，被上级通知停播。后来，90年
代，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陈云
出川》也遭突然停播。十余年过
去，今天来了解其停播内幕，或许
对人们别有一番教育意义。

1988年，正当描述红顶商人
胡雪岩的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
香》在内地热播时，江苏和浙江
两地的电视人分别决定拍摄《荣
氏兄弟》和《荣氏家族》两部电视
剧。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闻
讯后，立即严辞声明：第一，不看
剧本；第二，不给经济赞助；第
三，不予任何方式支持。并着重
指出，如有哪一家电视台拍此题

材的电视剧，那么，就要追究那
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关于电视剧《陈云出川》停
播之事，陈云夫人于若木介绍
过：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的
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峨眉电影
制片厂拍摄。这位干部在工作中
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
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到
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
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
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于
是，那位干部根据资料写成电视
剧本《陈云出川》。此剧本经秘书
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但
未向陈云报告。《陈云出川》拍好
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

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

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
是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如
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
有空时补听。陈云本来不知道

《陈云出川》的播出，不料，一位
新来的护士因不知道对陈云保
密，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
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陈云
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
川》？”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关
于自己的电视连续剧，当即叫来
秘书了解情况。他要秘书把剧本
拿来读给他听。听罢，他认为不
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他写信给
江泽民，要求停播这部电视剧。
于是，央视执行了中途停播的指
示。 顾苏

1967年6月17日

1992年6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
《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
定》，指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的目标是：争取用 10 年左右
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
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
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
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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