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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与蒋经国

文 _熊蕾★

堪称苦难。不到 8岁，他就和共产党员的母亲杨开慧

一起被捕关入长沙监狱，目睹母亲备受折磨直至壮烈

牺牲。岸英后来被党组织接到上海上了幼稚园，可是

党组织遭受破坏，岸英小小年纪就生活无着，和两个

弟弟流浪街头，可以说九死一生。

小蒋在留苏岁月中也受了不少磨难，这多少也吃

了他父亲蒋介石 1927年清洗屠杀共产党人的挂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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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和蒋经国没有交集，互不相识。

但是，在纪念毛岸英烈士百年诞辰之际，把他和

蒋经国的人生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比对，却有一些颇

有意义的发现。

两人都是家中长子。蒋经国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党

魁，毛岸英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领袖。这两位父亲也先

后担任过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的统治把中国搞得千

疮百孔、民不聊生，毛泽东则领导创立并建设了新中国，

带领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巧合的是，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狗年生人，小蒋

比岸英大一轮。

另一个巧合是，两人都有留苏经历，而且都是在

15岁左右到的苏联，前后也相隔 12年。岸英到苏联

的那一年，小蒋结束了在苏联 13年的岁月，回到中国。

两人在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与父亲都是聚

少离多，且两人先后都在上海生活过。不同的是，小

蒋的童年颇为平顺，先在浙江老家后去上海念书，后

又去北京，然后其父为表示支持孙中山“联俄”追随

进步，送小蒋去苏联留学。而岸英的童年颠沛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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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较于岸英，小蒋流放时已经成年，而且孤苦了 3

年就遇到了好心的苏联姑娘蒋方良（瓦哈瑞娃）与之

成亲，以后几年辛苦归辛苦，总归还有亲人照顾。比

之小小年纪就失去母亲在社会生活底层流浪挣扎的岸

英，还是好过很多。

岸英在留苏的前 3年，应该是享受到了他短暂生

命中难得的安宁。他在国际儿童院认真学习，吸吮着

各种知识的养分。可是希特勒德国闪击苏联，打破了

岸英的平静生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国家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可能照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烈士的孩子，但是岸英却不愿安

心享受这种照顾，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

肩作战，消灭法西斯。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了明显区别。

蒋经国回国后不久，就去江西赣南任国民党专员，类

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地级领导。岸英经过执着不断的要

求直至上书斯大林，得以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不幸于 1939年 12月被日军

飞机炸死在故乡老宅丰镐房外，小蒋回来奔丧，悲愤

地写下“以血洗血”几个大字。然则此时，他已经与

自己的女秘书有了婚外情，更在 1942年 1月得了一对

非婚生双胞胎儿子。

岸英在 1944年如愿参加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第

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一路打到柏林，荣

获“红星勋章”。这是 1930年设立的用于表彰苏联勇

士和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的军事奖章。1945年 5月

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后，岸英又被调到远东，

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又立战功。

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打过德国兵，打过日本侵略者。

蒋经国和毛岸英回国后，他们的父亲都安排了对

他们的“再教育”，但内容和方式截然不同。

蒋经国被要求在溪口老家读《孟子》《王阳明全集》

《曾文正公家书》等，写读书笔记，练习书法，学习

中国文化。蒋介石为他延请的老师是国学才子徐道邻。

毛岸英在 1946年 1月回到阔别 18年之久的父亲

身边后，毛泽东便安排他到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

农民吴满有家，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种地和农

村生活，上“劳动大学”。

同样属于思想改造性质，蒋介石是要用中国的天

地君亲师和仁智礼义信的传统文化清除掉小蒋头脑中

的苏联共产党思想；毛泽东则是让毛岸英熟悉占中国

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补上中国革命这一课。

蒋经国从赣南就开始搭建他的个人班底，之后一

路官运亨通，特别是领导了三青团。1945年 10月，

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执行委员。

而岸英从 1947年起，一直是做土改等实际工作，

除参加抗美援朝前担任过北京一个工厂的党总支副书

记，没听说对他有任何行政领导职务的安排。

蒋经国在 1927年经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清洗屠杀

共产党人，和逼离自己的发妻、小蒋的生母，再娶豪

门宋氏之女之后，他在苏联公开发表了反蒋和与他断

绝父子关系的文章。这些在他回国后又被洗白，此后

一直表现为“父慈子孝”。

毛岸英对父亲毛泽东一直都是景仰敬爱，未闻有

过任何冲突。以常人之心度之，岸英最有理由埋怨的

是回到父亲身边后又被送去上“劳动大学”——他有

周恩来邓颖超在苏联看望毛岸英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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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么苦难的童年，在苏联上过两个军事学院，又经

过对德日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还立过功，凭什么还要去

农村劳动？然而，岸英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欣然接

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步行 30里去了农民吴满有家，

住下来，学习各种农活，打了满手血泡。

我知道小蒋先生很亲民也很有能力，在台湾多有

建树，口碑不错，对他并无不敬之心。但是生命永远

定格在 28岁的毛岸英，更令我敬佩。作为中国最高领

导人的爱子，他在历经了无数苦难战乱终于迎来和平

的年代，却因为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的家门口，主动

请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而身为国家领导

人的父亲毛泽东，支持了儿子的请求，亲自说服彭老

总带岸英去朝鲜。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除了让

父亲帮他“走后门”去朝鲜前线，没有享受过丝毫特权。

岸英是在朝鲜的战火中度过了他的第 28个也是最

后一个生日。一个月之后，他就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炸

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毛主席为两位逝者写的纪念文章后来都成了人们

耳熟能详的名篇：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所

写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中央警卫团的普通战士张思

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而对爱子的牺牲，毛泽东

心中的悲痛无人知晓，他默默地把岸英的遗物珍藏在

自己身边直至去世，但是却没有写下片言只字。可是，

《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中的那些闪亮的字句，

有哪句不能用在毛岸英身上？

蒋经国比岸英多活了 50年，留下了几本他写的书。

岸英离去得太早，身后没有任何著述。但是他被公开

出来的两封信，却胜过千言万语。一封是他写给斯大

林的信，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另一

封是 1949年 10月写给他表舅的信，拒绝帮亲戚要官。

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有些人喜欢贴上“太子党”

标签的人。蒋经国对此说法有何表示，我不清楚。毛

岸英在世时，我们党内气正风清，还没有贴这种标签

的时髦，但是毛岸英很有预见地在给表舅的信中写了

这样的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

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

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

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

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

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 ,否则很难在

新中国工作下去。”

毛岸英对自己也有一个定位。他在信中写道：“我

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

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

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

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面对这样的高尚、纯真和忠诚，我只能说：毛泽东，

不愧是人民的领袖！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

只活了 28年的毛岸英，今年也是百岁冥寿了。

百岁岸英，应该是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永远的青春

偶像。

（编辑 季节）

毛岸英写给斯大林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