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备
，

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
�

千部少事情多
，

湖南又才解放
，

恐怕会拖一下
�

请你记住父

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
� “

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
，

不可个别解决
� ”

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
，

生

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
�

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
，

土地改革
，

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

等
�

意思是说应与�
’一

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 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

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

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
，

等待一个时期
，

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
，

比别人好
�

当然
，

俄死是不至于的
�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
，

望从头干起
，

从小干起
，

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
，

先要向别人学习
，

不讨厌做小事
，

做技术性的事
，

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
，

碰过许多钉子
，

现

在稍许懂事了
，

—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
，

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好好为人

民服务
，

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
，

很容易
，

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
，

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

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

信 口开河
，

信已写得这么长
，

不再写了
。

有不周之处望谅
�

祝您健康 �

岸英
�

匕

��月��日 ����。年�
�

�息�。年 �月�� 日
，

毛岸英在给陈玉英老人�〕���’ 言中，

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

他写道
�

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
。

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
，

在

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
，

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
，

这是你的光荣
，

但你可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
，

这也

要那也要
，

若如此
，

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
�

我想你不会这样的
，

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
�

�

朴素的
，

对众人好的
，

为众人做事的
，

因此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

从这些语言中
，

你可看出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品德是何等的高尚
，

而对那些不大符合人民利益的

想法是多么的厌恶
。

同时
，

还可看出
，

在毛岸英 身上所具有的革命感情又是多么的纯真
，

可贵
�

《共鸣》 ����年 ��月�日�

有关毛岸英牺牲并安葬于朝鲜的几个问题

未 志 敏

�，�。年��月��日
，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

毛岸英是怎样牺牲的� 是谁最先把他

牺牲的消息告知毛泽东� 他的遗骨又是怎样被决定埋葬在朝鲜平安道桧仑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的� 这几

个问题在有关毛岸英的传记
、

报告文学
、

回忆录中有着不同的说法
�

木文拟列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

同时结合其它材料
，

对诸种说法作一初步分析
，

指出其可证
、

显误或存疑之处
�

毛岸英是怎样栖牲 的

大体有 �种说法
�

最早的说法来自湖南省图书馆和决沙市图书馆 《毛岸英传略》 编写组所写 《毛泽东的好儿子—
毛岸英烈士传略》 一文 �刊载于 《新湘评论》 ����年�一�期

，

后辑入 《毛主庸一家六烈士》 一书�
。

该文记道
� ‘ “ “ 。年，，月“ �日

，

志愿军总部工作人员按粤总部首长
“

除作战室留下两人值班外
，

其余人

���
·



员一律进入防空洞隐蔽
�

的指示
， “
硬是把毛岸英拉到防空洞休息

。

但岸英身在防空洞
，

心在作战室
岁 ，

想到当天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灼头一天
，

指挥部里有很多工作
， “

空袭警报一解除
，

他就从防空洞

里冲出来
，

大步流星地奔向作战室
” � “

狡猾的敌机突然偷袭过来
，

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弹
” 。

毛岸英

没有及时冲出车战室躲避
，

在汽油弹引燃的大火中牺牲
。

这种说法一度颇为流行
，

有人还加上一些情

节
� “

在这危急的时刻
，

岸英想到的不是个人的生命安危
，

而是同志们的安全和抢救作战资料……英

勇」
一

也以身殉职
。 ” ①

第二种说法来自王颖的报告文学 《毛岸英之死 》 �载 《解放军文艺》 ����年 �月号
，

后 扩 成 长

篇
，

由四川文艺出版趁出版�
。

该文记道
�

当敌机来轰炸时
，

毛岸英和
“

实在脱不开身的
”
参谋人员

留在作战室里
，

没进防空洞
。

他签发完电报
，

正在吃苹果
，

没有来得及跑出作战室
，

被困在熊熊大火

和���度的高温之中
。

这种说法出现后亦 为很多人接受
。

②

第三种说法来自 《中共党史人物传》
，

其中写道
�

当志愿军总部的同志发现美军轰炸机掠过
，

急
�

沱布置防空
，

但还没做好准备
，

敌机已折回并投下汽油弹
，

大 火
“

吞 没 了 正 在 坚 守 岗 位 的 毛 岸

英… … ” ③此种说法虽载入较权威的传记丛书
，

但采纳的人似不多 二

第四利
‘
说法来自衡学明的 《毛岸英的最后五十天》 �载 《追求 》 ����年第 �期

� 《北 京 晚 报》
����年��月 了 日一�� 口连续转载�

。

该文记道
�

在敌机轰炸的当天
一

早晨
，

按照总部的命令
，

作战室里

除直班人员外
，

均须 于凌傻 �点吃饭
�

天亮前进入防空洞
。

毛岸英平时有睡啦觉的习惯
，

因头天晚上

参与指挥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工作
，

搞到大半夜
，

起床介了已过了开灭时间
。

大约上午 �点多钟
，

隐蔽在

防空洞里已达几个小时的偿
、

部工作人员仍不见敌机的影子
，

开始松懈起来
。

毛岸英和另一参谋人员高

瑞欣抽空 泡回宿舍吃东西
，

很快又返回防空洞
。

过了好一会
，

仍不见敌机来轰炸
，

毛岸英和小高又走

出防空洞
，

未到作战室
�

不久
，

防空警报突然响起
，

毛岸英等冲出作战室
，

就近隐蔽 �防空洞和作战

室之间有一段距离�
。

几架敌机掠空而过
，

人们估计可能去北边轰炸
，

毛岸英导又返回作战室
�

当敌

机转了个弯子
，

重新飞临作战室
�

上空并迅速投下汽油弹时
，

成普等二人及时冲出
，

岸英和小高则被埋

入火海……

以上第二
、

三种迸法都未提到毛岸英曾进人防空洞一事
�

按一般理解
，

那种情况似乎 是 说 不 通

的
�

据李银桥回忆
，

当江青向毛泽东汇报毛岸英牺牲情况时
，

他曾听列
“
敌机轰鸣

，

扔燃烧弹
，

毛岸

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
，

烧死了
”
几句话

。

④可见毛岸英进过防空洞
�

至于他为什么要出来
，

前往

作战室� 第一种说法强调了他的工作热情
，

但当敌机轰炸时
，

首先想到同志们的安全是可能的
，

而为
“
抢救作战资料

”
却是难以理解的

。

第四种说法似乎暗示了毛岸英的大意不�
一

�未按规定防空
。

该文引述

曾和 毛岸英一同在志司工作过的张养吾的回忆
，

提到两个情节
�

一是 毛岸英对敌机的轰炸往往不甚在

意
，

有时几十米外的猛烈爆炸声都不能影响他专心读书
，
二是毛岸英常常起床过晚

，

有一次竟因此来

不及冲出房间
，

而在室内角落里躲避轰炸
�

张养吾在岸英牺牲前不久奉调回国
，

临行前还特意叮嘱他

一 定要按时起宋
，

并按规定防空
。

从以上第一和第四两种说法的语言风格来看
，

前者带有某种
一

十几年前描述英雄人物时通瑞犷出现的

拔高色彩
，

后者则比较接近于平实
。

因此
，

笔者认为
，

第四种说法较前三种说法更为可信些
�

谁先把毛岸英栖牲 的消息告知毛泽 东

毛岸英牺牲后
，

志愿军总部立即将彭德怀起草的电报发至党中央
。

但是谁将这 个噩耗最先告知 仑

泽东的� 便说法不一 �’
�

第一种说法是
，

彭德怀在 ����年初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时
，

毛泽东第一次得到毛岸英牺牲

的消息
， ‘
原先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电报他没有看到

、
大概是其他中央首民伯他过于难过

” 、 这是纪实

文学作者金振体的说法 、 ⑥

���



第二种说法是
，

周思来接到毛岸英牺牲约电报后
， “

先打电话告诉了毛主席
” 。

此说来白曾担任

过 毛泽东警卫浅十的武象廷的回忆
�

⑥
第三种说法是

，

毛岸英牺牲的消 密
、

传到国内后
， “

叶子龙同周恩来
、

江
�

青商 鼠一爵
，

没有告诉 毛

泽东
。

后来
，

毛泽东办完公歹」新六所一号楼休 急时
，

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 毛泽东
” 。

此说来

自李银桥的回忆
。

⑦
。

以 ��三种说法中
，

第一种值得怀疑
。

彭德怀回国是在 ����年二三月间
， ⑧，�寸距 色岸英牺牲已 �个

多月
�

在这么久时问里向
一

毛泽东瞒这么大一件事
，

似乎是不可能的
�

周恩来于 ����年 �月 � 日致毛泽

东
、

江青的信中提到
� “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
，

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
，

未将此电送阅
，

但

已送少奇同志阅过
。 ” ⑨此信证明 �

第一
，

毛泽东最迟在 ��� �年 �月即彭德怀回国前一个多月附已得

知毛岸英牺牲
�

第二
，

周 恩来并没有在按到彭德怀的电报后
，

马 �几
“
打电话

”
告知 毛泽东

。

只有第三种说法较为可洁
。

李银桥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贴 号卫士
，

有机会得知此事详情
�
他的回忆

细致清楚
，

且由叶子龙和江青告知毛泽东这一消息亦合情理
。

只是他的说法和
�

��述周恩来的书信所述

略有矛盾
。

叶
、

周
、

江接了彭德怀的��’ 到一起商量
一

事
，

可能是他的推测
，

但他见到叶
、

江向毛泽东

汇报一事则显为事实
。

关 于毛岸英遗骨的安排

《毛主席的好儿子—毛岸英烈士传略》 和 《在彭德怀司令部里》 两文⑩均说 毛岸英牺牲后
，

遗

体即被安葬在朝鲜当地
�

前者并说
� “

朝鲜停战后
�

志愿军总部把岸英烈士的忠骨 �由平安北道大榆

洞�迁到平安南道桧仑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 ”

后者提到
，

彭德怀回国汇报时
，

已将岸英遗体

安葬情况报告毛泽东
。

但 《毛岸英之死 》 一文提出 � ����年��月
，

志愿军总部就如何处置毛岸英尸骨问题给军委总干部

部发了一份询问电报
�

于部部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
�

此电交付已被任命

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审批
。

彭觉得此议不妥
，

遂于��月��日给周 恩来写了一封信
�

“

我意即埋在朝鲜
，

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牌 �碑�
，

说明其志愿参军和牺牲经过
，

不愧

为毛泽东的儿子… … ”

彭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

于是毛岸英的尸骨被安放在朝鲜境内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

《 毛岸英之死 》 一文的这一说法为后来 《毛泽东轶事》
、

《毛泽东家世》
、

《毛泽东的儿女们》
，

以及 《毛岸英 》 �����年修订版� 等许多文编
、

文章转录
，

很为流行
。

人们没有注意到
� ����年��月

，

即在毛岸英牺牲�年之后
，

志愿军总部为什么还就如何处置毛岸英尸骨问题给中央军委发询问电报�

���。年��月��日的 《人民厂�报 》 转载了孙峻亭发表于 《中国社会报》 的 《毛岸英安葬 朝 鲜 的 经
过》 一文

�

�亥文列举了有关毛岸英安葬一事的 �种不同说法
�

一是金 日成打电报给毛泽东表示慰问
，

并请求将毛岸英遗骨安葬朝鲜
�

二是彭德怀电请毛泽东将毛岸英遗体运回国内
，

而金 日成电请安葬朝

鲜
，
三是当志司请示是否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时

，

毛泽东批示将其安葬朝鲜
�
四是毛 岸 英 牺 牲

后
， “

次 日
，

彭总亲自给周总理写信
，

明确建议将岸英遗骨埋在朝鲜北方
，

中央采纳了彭总的建议
” �

该文举出
“
杜平回忆录

”

中携有的彭德
‘

�不给周恩来的信件原文
，

证实
“

将岸英遗骨安葬朝鲜当是彭总

首先提出的
， �

那信的原文写道
�

“

总理

昨�� 日
，

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
，

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
，

我意埋在朝北
，

以志司或志愿军司

令员名义刊碑
，

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
，

不愧为毛泽东儿子…… ”

这封信与 上述 《毛岸英之死》 一文引述的信除个别字句有异处
，

内容一致
，

显系同 一 封 信
�

但

一

���



《人民日报》
�

的转载未注明写信时间一经查
� 《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 一书载有与 《人民自报》 转载

文中引迷内容完全一致的信
�

时间为�邪。年��舟舰日
�

该书注释
�

毛岸茱牺牲后
， ‘

有关部门原拟将
·

烈 士遗 体 运回祖国
，

彭德怀同志经过深患后给周总理写了这封信
�

周恩来同志风后
，
于二十五日对

此信作了
·

同意彭的意见
，

请赖重拟复电
， ‘

的批示
‘
刘少奇

、

邓小平同志也圈阅
，

表示同意
�

毛泽东

同志对这件事的处理
，

十分赞赏
，

说
‘
这很好

，

做得对
� ’ ，

至此
，

事情已大体清楚
。
将毛岸英遗骨安葬朝鲜北方一事是在岸英牺 牲后一个月

，

由彭德怀写

信建议
，

经中共中央批准
，

决定下来的
�

场“ 年，�月彭德怀写信一事当属时间误记
�

但毛岸英的遗骨

由平安北道大榆洞移往平安南道桧仑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具体时间尚未清楚
�

不过
，

那也许不是个重

要的问题
。

①金振林
�

丈在彭德怀司令部里—毛岸英的故事》
， 《青年一代》 工�阳年第 �辑

，
又金振林在最

近修订再版的 嗜毛岸英》 �人民出版社，” 碑��月�一书中说毛岸英当时由防空洞回作战室取地图，

见该书砧 。页
。

②如李湘文 《毛泽东家世》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论吕啤版�
、

华英 《毛泽东的 儿 女们多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年版�等均采此说
�

⑧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卷第主盯页 ， �

陕西人民出版社拍“ 年 日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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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武象廷
、

韩雪景
� 《踉随毛泽东纪事》 第，��页

，
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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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亥走下神坛的于泽东》 ���页
�

⑧ 《彭德怀自述》 第�� �页
，
人民出版社���王年版

‘

⑧ 《周恩来书信选集》 第���页
，

中央文献出版社琦加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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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霞
“

残
”
而不

“

废
”
的养生之法

张 循 中

一曲 《刘巧儿》 ，
唱红了评剧唱红了新凤霞

，

风靡了五
、

六十年代的神州舞台
，
给广大观众留下

难忘而隽永的回忆
�

尤其是京津唐地区的戏迷们
，

谁也能唱上‘ 段
，

或有滋味地哼上几句
， ，

好不风光

昵�

那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和文化生活呀
，

那又是多么棒的演员与观众啊�无奈经
‘
文革

”
劫难

，

知音

难觅
、

好梦难圆了一新凤霞被打份致残
，

一代
’

评剧之髦 过早地损落在她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
，

但热情的观众并未因岁月的流淑而忘记她一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后
， 一

经常有观众去探望她
、
有记者去

采访她
，

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剧种的钾位青年演员拜她为师学碑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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