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块银元挽救秋收起义
● 领袖家风

1927 年 9 月初，毛泽东在安
源的工作安排就绪后，由浏阳县
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
部党员易子义陪同，赴铜鼓领导
中路军第三团起义。毛泽东一行
三人化名安源煤矿的采购员，乔
装打扮，从安源出发。一路上，他
们抄小路，绕过敌人盘踞的萍
乡，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
坊，在客店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几个人正在吃
早餐，忽听外面一片狗叫声，紧
接着是阵阵的叫喊声。几个手持
梭镖的“铲共团”团丁跨进了屋
里。其中一个团丁一边上下打量
毛泽东等人，一边恶狠狠地问：

“你们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
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
油。”毛泽东抬头瞥了团丁一眼，
镇定自若地答道。毛泽东掏出证
明信递了过去，“你看 !这是矿上
的证明。”几个团丁凑在一起，左
看右看看不出什么破绽，刚要转
身离去，又进来一个挎着短枪的
团丁，显然是个小头目。他歪着
脑袋问:“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队长，我们查过了，他们是采购

员。”其中一个团丁快言快语地
回答。“采购员？”被称为队长的
人凑上前来，把毛泽东他们三人
上下打量一番，“我看不像，倒有
点像共产党。”团丁们不由分说，
把毛泽东等人押出了门外。

出门一看，外面还有十几个
团丁，抓了不少“共产党嫌疑
犯”，而且都用绳子绑着。几个团
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
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
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吧！”团丁
们把毛泽东等几个有证明信的

“嫌疑犯”放在这一串人的后面，
不过，同样用梭镖抵着脊梁骨，
押往民团总部。刚离开张家坊时,
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后,他
们开始抽烟、说话，对这串“犯
人”也有所放松。毛泽东深知这
一去凶多吉少，起义计划将无法
按时施行，一定得想办法逃走。

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
苦苦思索着逃跑的办法。突然，
插在兜里的手指碰到了什么硬
邦邦的东西……于是，计上心
来。毛泽东把手伸进口袋，故意
把银元弄得叮当直响。顿时，团
丁的眼睛睁大了许多，并有意靠

近毛泽东。毛泽东看是时候了，
就侧过身去问并排走着的团丁：

“大哥，尊姓大名，家境如何？”团
丁朝周围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

“本人姓黄，家里五口人，靠我挣
几块卖命钱过活……”这时，毛
泽东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塞
给那个团丁，说 :“黄大哥，这点
钱，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
团丁接过钱迅速放进贴身的衣
袋里。

走着，走着，机会来了。路在
前面拐了一个大弯，走在前头的
看不见后头的，而且，路的一边
是稻田，另一边是杂树丛生的山
林，易于躲避。于是，毛泽东有意
问那个团丁 :“黄大哥，到总部还
有多远？”“不远了！”回答的同
时，团丁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
意毛泽东可以跑了。毛泽东会意
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赶紧
往回走了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
山林跑去了。潘心源见状，为了
掩护毛泽东，便提高嗓门喊起
来：“弟兄们，还不赶快跑呀 !”他
边喊，边带头朝后跑。队伍顿时
乱成一团，无辜被抓来的人一哄
而散。 据《党员文摘》

年宴餐桌上，周恩来向每
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让菜。周
恩来又提到在座者无不尊崇的
一个人物，那就是原醇亲王府
的家长载沣(溥仪生父)。总理对
这位统治中国达3个年头的清
末监国摄政王，作出了公正而
全面的评价。

周恩来说：慈禧太后出于
“垂帘听政”的需要，选定一个
3 岁的孩子溥仪承继光绪皇
帝，并连带把无心从政的 27 岁
的载沣推上了监国摄政王的高
位，这段史实当然不应由载沣
负责。载沣执政期间，忠于清
朝，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
止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
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非某
位个人的过错。载沣在辛亥革
命中的表现是好的，其间他辞
去了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并不
主张以武力对抗革命，也不反
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
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

听完总理这番话，溥仪的
眼角上悬着晶莹的泪珠，大家
都很激动。

周恩来后来跟中国科学院
院长郭沫若打了招呼，让溥仪在
北京植物园劳动一年，半日劳
动，半日学习,为照顾他的身体，
劳动时间还可缩短。周日休息，
活动自由，最好能隔一个星期安
排他进城看看，探亲或购物。

据《团结报》

朱德为何得号“伙夫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决
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
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在去江西铜鼓的路上，毛泽东被民团围
住，多亏了两块银元才得以脱身。这才有了1927年湘赣边秋收时节
的“霹雳一声暴动”。

刘少奇从不把孩子看成
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把他
们看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51 年春天，在上大学
的女儿刘爱琴，预备党员期
满，准备转正，党支部就她转
正问题征求刘少奇的意见
时，他认为女儿对中国的事
情还不大懂，向支部的同志
明确表示要“严格要求”。支
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按照
党章规定的标准反复衡量，
最后通过决议，取消了刘爱
琴的预备党员资格。

1958 年国家机关精简
机构、下放干部时，刘爱琴主
动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内
蒙古接受锻炼。刘爱琴下放
之后，牢记父亲的教导，严格
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经过扎实的锻炼，在思想
政治水平、工作能力、生活表
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
绩，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 据《学习时报》

刘少奇：不把子女
看成自己“私有财产”

熟知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人
绝大多数都知道红四军军长朱
德有一个称呼叫“伙夫头”。

早年的朱德与“伙夫头”形
象挂不上钩，特别是他在滇军中
任职的时候，那蓄着八字胡，身
着戎装骑在战马上不苟言笑的
样子，绝对“酷”得令人生畏。但
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特别是接
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朱德的行
为发生了变化。

1926 年，朱德为策应北伐，
他在诗中郑重表明自己的志向
与追求：“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
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
力挽狂澜岂为名。”于是，原本锋
芒毕露的朱德，开始脱胎换骨，
其外表开始变得“平平无奇”和

“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1927 年底到 1928 年初，朱

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经粤
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
党员是龚楚。龚楚回忆道：“朱
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
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
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
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
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这
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
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
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
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
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

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
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
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
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
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
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
这个口号很新鲜！朱德军长穿着
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
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
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出
头，体格健壮，行进时步履稳重。
从他的外表来看，我觉得他不像
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及至 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

更是将朱德的“伙夫头”形象向
中共中央专门作了报告。陈毅在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
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写道：“红
军的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所
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区别。群众
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
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
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
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
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
军长的诨号。”

就这样，朱德的“伙夫头”称
呼不仅扬名八百里罗霄，同时
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甚
至还在更大的范围获得了“传播
和推广”。

据《党史博览》

周恩来评价载沣
让溥仪落泪

洪学智：一条毛巾被
“盖”了 3 代人

1955 年，洪学智被授予
上将军衔；1988 年，恢复军
衔制度后，洪学智再次被授
予上将军衔。在我国两授上
将者，独其一人。

1949 年 10 月 14 日，洪
学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了
广州。洪学智用自己的津贴
在广州购买了一条毛巾被。
洪学智带着这条毛巾被跨过
了鸭绿江、战斗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参加了南京高等军事学
院的学习，这条毛巾被还陪伴
洪学智度过了初任总后勤部
部长和下放吉林担任农机厅
厅长那些难忘的岁月。“文化
大革命”中，他又把这条毛巾
被送给了大儿子洪虎夫妇，后
来又传给孙子、孙女。20 世纪
90 年代，洪学智的夫人张文
从洪虎家把这条毛巾被取
回、保管起来。一条普通的毛
巾被用了 60 多年，“盖”了 3
代人…… 据《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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