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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言》

前言

序李银桥看了延生写的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被书中的诸多情
节所感动，使我又回想起当年工作、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时的许多往事，仿佛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
貌又浮现在眼前，读来泪下⋯⋯许多年了，延生和他的家人常来看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总要谈论起
毛泽东主席生前的一切，追忆和谈论中使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对子女充满了爱心的父亲；他办事讲究原则、公私分明，但对同志对
朋友又十分关怀体贴、很重感情；他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祖国、对人民充满了爱，但他自己
一生俭朴，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他与江青的结合也曾有过欢乐，但到了晚年却很不幸⋯
⋯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他有着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他感情丰富、精力充沛，对工作、对事
业充满了责任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祖国的尽快强大、为了使人民
尽早富足起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操劳了一生⋯⋯如果将他比作太阳，那人
民就是群星；正是太阳和群星，才组成了这伟大而深邃的苍穹！毛主席离开我们已有30多年了，但他
始终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每一个曾在他身边工作
过的人。记得1964年初，我和爱人韩桂馨一起到中南海去看望他，当他得知我们的家乡遭了水灾时，
又支援了我们1000元钱，用纸包好、分了两袋，亲手递给了我，并说：“这是我的稿费，你们家乡被
水淹了，受了不小损失，多少帮助你们解决些困难。”还说：“银桥啊，听说你在天津工作得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我在1964、1965年各回家乡一趟，将所见所闻写成材料，并拍了照片，送中南海交杨尚昆转呈毛主席
他老人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受到冲击；1970年11月，毛主席路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得
知我被关、被批斗的消息后说：“李银桥是好人呢，我了解！”命令立刻放人，解放了我，并很快恢
复了我的工作⋯⋯1979年1月我被调回北京，先在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任副局长，后又调往国家公安部。
每年12月26日毛主席的诞辰和9月9日毛主席的忌辰，无论我和爱人在什么地方，纵使天南地北，也要
设法赶回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去看望他老人家；面对水晶棺中的遗体，见他躺得那样安详，仿佛
他太累、正在休息，但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每当这时，我和爱人又总会悲从心头起，痛哭失声⋯⋯
记得1991年12月间，延生来家中看望我们，当时首都各界组织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很多，我被请去总
参作怀念毛主席的报告，便嘱延生帮我爱人整理12月26日这天将去毛主席纪念堂的讲话稿，稿尾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和桂馨又来看望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看得见、听得到吗?我是
银桥呀⋯⋯”这时延生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我爱人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延生从小是我们看着长
大的。延生的妈妈同我爱人既是同学、战友，又是姐妹，他父亲也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部队的老同
志。他们一家人来看望我们时，大家在一起总要回忆过去的战争岁月，又总要谈论起毛主席生前的许
多往事。多少年来，我们到过不少地方，所到之处无不充满了亿万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大
家都想听一听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一心一意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感人事迹，听一听他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俭朴作风和夜以继日地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
工作情况；凡是有关毛主席的一切，全国人民都想听啊!我们深深感到，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在日
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直到现在，依然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我们都是非常想念和敬仰毛主席
的，也曾多次鼓励延生将从我们这里了解到的诸多有关毛主席生前的感人事迹认真去写一写，以表达
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共同的深切怀念。前些天读了延生写的这部书稿，深感欣慰，字里行间充满
了对毛主席的爱，感情丰富、用笔浓重而细腻，情节生动感人，对毛主席的言谈话语、内心世界的感
情流露表述得当，用词严谨，再现了毛主席的真实生活和生活中真实的毛泽东，很能表达我们对毛主
席他老人家的不尽的怀念⋯⋯感谢新华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并向审读、编辑这部书的冯东升教授、白
云覃和孙庆华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希望延生在今后的时间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贡献给
人民，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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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言》

内容概要

《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内容简介：李银桥、韩桂馨夫妇同是河北省安平县人，1948年12
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经毛泽东提议结为伉俪。李银桥，11岁参加八路军，20岁时调到中共中央办
公厅，担任周恩来的卫士，后经组织决定，先后担任毛泽东的卫士组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在毛
泽东身边工作了整整15个年头。韩桂馨，16岁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解放后进入中南海，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对昔日伟人的深情回忆，对过去岁月的绵绵思绪，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
，一一体现在《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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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邸延生，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会员。    祖籍河北省深泽县，1948年4月生于延安。1959年读小学时
发表中篇纪实文学《我的父亲》。1967年高中毕业，1969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驻友谊关，写有长篇
纪实文学《友谊关外铸军魂》。1970年执行援外任务，10次参加对空作战，7次受部队通令嘉奖，1972
年任战地宣传队编剧兼导演，写有长篇纪实文学《战斗在湄公河畔》。1973年调武汉空军部队某师宣
传科从事文艺创作，剧作《鹰击长空》获大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河北大学中
文系，历任宣传干事、记者、编辑。多年来发表诗词、小说、散文、评论、文艺随笔等300余篇(首)。 
  1999年发表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2000年出版长篇巨著《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
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2000年发表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的人生之路》，2002年出版另一部力作《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推出了记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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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篇 搞独裁蒋介石挑起内战 求解放毛泽东从容御敌1.国民党背信弃义 解放军自卫歼敌2.党中央统
一部署 毛泽东指挥若定3.延安城领袖荟萃 宝塔山众志成城4.毛泽东临危不惧 彭德怀催促撤离第二篇 转
战陕北毛泽东叱咤风云 围追堵截国民党损兵折将5.北撤路上设伏兵 三战三捷逞英雄6.豪情飘逸嘲司马 
指挥若定走刘戡7.杨屹崂湾阻击战 领袖雨夜藐敌兵8.小河村陈赓直誎 毛译东拍案述情9.定方针光明在
前 大出击经略中原10.黄河汊神威退敌 白龙庙大雨迎宾11.过浮桥领袖落泪 接任务卫生为难12.坚定跟随
毛泽东 诚恳相待见真情13.夜便村外思大事 巧设战局网钟松14.梁家岔领袖坐镇 沙家店将军歼敌15.吃肥
肉可以被脑 篦头发能够提神16.江青徒步梁家岔 卫士逞能东原村17.彭德怀战场献俘 朱官寨江青赔情第
三篇 黄河岸边访民情深入土改 外线作战夺胜利西北告捷18.慈父深深眷子情 领袖悠悠爱民心19.南河底
村忙秋收 白云山上访寺僧20.白云庙会看大戏 神泉堡村颁军规21.滔滔黄河华夏水 铮铮中华民族魂22.李
家坪慈父接女 行军路江青赠衣⋯⋯第四篇 东渡黄河毛泽东遇险城南庄 统一部署党中央进驻西柏坡第
五篇 逐鹿中原民族命运大决战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毛泽东第六篇 开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 沐春风踏征
途毛泽东进京第七篇 住香山毛泽东筹备建国 过长江解放军乘胜歼敌第八篇 毛泽东移居中南海 天安门
广场舞红旗第九篇 大事初定新中国百废等兴 捍卫和平志愿军抗美援朝第十篇 发动“三反”“五反”
共产党怒斩贪官 巡视黄河长江毛泽东南下调研第十一篇 迎曙光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 颁宪法搞规划
掌舵人是毛泽东第十二篇 促生产推广农业合作社 抒豪情毛泽东畅游长江第十三篇 艰苦奋斗国民经济
稳步求发展 勤俭建国制订工作方法六十条第十四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跃进 纠“左”转向庐山会议
起风波第十五篇 面对困难毛泽东奋力挽狂澜 实事求是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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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言》

章节摘录

1、国民党背信弃义 解放军自卫歼敌1946年夏，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
强烈要求，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单方面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派兵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下的
解放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西北军阀头子胡宗南，纠集了34个旅的23万兵力，分5路进攻陕甘宁边
区。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胡宗南凭借他的美式装备和摩托化部队、伞兵部队，妄图一举扫平陕北，彻
底消灭共产党中央的军事主力。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迎击胡宗南的进攻，李银桥所在部队358旅
于1946年10月到达延安东部的雀儿沟一带，旅部设在距离雀儿沟不远处的柳树店。陕北的冬天很冷，
很冷。19岁的李银桥，此时心中想的，就是能有机会亲眼见见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究竟
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像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宽宽的前额、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和慈祥的面孔？
一有空暇，李银桥便站在旅部外面的空地上，远远地眺望延安城——多想去宝塔山上看看，数一数宝
塔有几层，量一量宝塔有多高⋯⋯当时的敌情异常紧张、复杂，各处传来的战事不断；到了1946年
的11月份，原先派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陆续回到了延安。1947
年1月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新年祝词》：“⋯⋯只要全国
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大地，独立
、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新年祝词》对延安军民的鼓舞很大
。临近春节的前几天，358旅的政治委员余秋里找到李银桥谈了一次话：“小李同志，你在黄旅长身边
当特务员a的时间不短了，有什么想法吗？”怎么突然问起了这个？李银桥心想，自从到了陕北，358
旅的仗打得好，旅长和政委配合得也很好，自己跟旅长黄新廷当特务员也没挨过什么批评，今天政委
怎么这么问呢？干脆，实话实说：“报告政委，没什么想法——就是想见见毛主席，想去摸一摸宝塔
山上的宝塔！”“还有呢？”余秋里问。“还有⋯⋯”李银桥喃喃地说，“想上前线！我一准儿多打
死几个胡儿子，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多出一份力！”“哈哈哈⋯⋯”余秋里爽朗地笑了，“你
在青年连时，打仗很勇敢嘛！我现在是问你当特务员有没有什么具体想法？难道当特务员就不能保卫
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了？”“那倒不是。”李银桥也憨厚地笑了，“我知道当特务员的责任，一是负
责首长安全，二是照顾好首长的生活，三是绝对保守机密。”“好嘛！”余秋里高兴地拍了拍李银桥
的肩头，“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组织决定——明天你去中央办公厅报到，黄旅长身边的事
你交代一下，到了中央首长身边更要好好干！”李银桥高兴极了——到中央办公厅去，一准儿能见到
毛主席！一准儿能去看看宝塔山！当晚，李银桥很快、很认真地交代了工作，向旅长黄新廷告了别，
又和旅部的战友们告了别，第二天便赶往延安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了。到了延安以后，李银桥虽
然没能很快见到毛泽东，倒是有时间去延安城东认真看了看宝塔山，数清了宝塔的九层，算上塔顶总
共十层，知道了塔高44米，八角形，旁边还有一口明朝崇祯年间铸造的大铁钟，因宝塔建在延河岸边
的土山上，所以这山就被人们叫成了宝塔山；1937年7月1日以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山上的宝塔就
成了延安革命圣地的象征。几天来，李银桥把这一切都认认真真地记在了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一
场大雪过后，春节到了。这几天，延安城里非常热闹。虽说敌人的飞机时不时地窜到延安上空进行骚
扰、侦察，共产党中央和部队的后方机关也开始了有计划地疏散，但街面上依然一派平和景象。只见
部队的人员来来往往，中央各机关的男男女女有说有笑，头裹白羊肚手巾、腰扎红布带的老百姓们乐
呵呵地忙着扫雪、置办年货。有时，不远处的土坡地上，会传来充满陕北乡音的“信天游”；虽说就
是一句两句的，但那悠扬的歌声总会传得很远、很远⋯⋯李银桥到达中央办公厅不久，社会部警卫科
的科长刘坚夫同他谈了一次话，明确告诉他新的组织决定：到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身边任卫士。就
这样，李银桥绑起了裹腿、打好背包，来到了延安城西北方向20华里的枣园，给周恩来当卫士去了。2
、党中央统一部署 毛泽东指挥若定一见到李银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高兴、很热情，这使李银桥心
中感到很踏实、也很受鼓舞。那天，周恩来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浅灰色布军装，一边握着李银桥的
手、一边笑容满面地说：“你来我这里工作，我是欢迎的。过几年，将来有条件了，我送你去学校学
习。”邓颖超也说：“小李呀，我们是欢迎你来的。恩来身边的事情很简单，很有规律，主要是生活
上的事，你帮着料理料理就行。”刚刚还低着头不大敢说话的李银桥一听就乐了，他抬起右手一个立
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笑起来。一天深夜，李银桥趴在被窝里，借着提
灯的光亮正在窑洞里的土炕上抄写毛泽东1947年2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段讲话：我们好比
爬山，已经快攀登山顶。去年的困难已经克服，但对于破坏政协与“停战令”的蒋介石的进攻一定要
坚决粉碎，以求得全国和平。窑洞外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李银桥赶紧伸手拧暗了提灯，然后假装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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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了。周恩来进来了，先轻手轻脚地给李银桥掖了掖肩头的被角，然后看了看仍摆在提灯边的那张报
纸、看了看李银桥抄报纸用的小本子，没说什么话，又轻轻地走出去了。第二天，周恩来抓了个机会
对李银桥说：“你很爱学习嘛！学习是好事，但也要注意休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学习、更
好地工作。”李银桥深情地望着周恩来那张慈祥的脸，诚恳地一连点了好几下头。春节过后是元宵节
，街面上的雪早已被人们打扫干净了。这一天从早晨到夜晚，延安城里城外到处载歌载舞、锣鼓喧天
。各路人马组织的秧歌队、锣鼓队、花灯、高跷、龙狮会、杂技、戏班、武术队，竞相上街、出场亮
相，处处红灯高挂、彩旗飘飘。部队和老百姓同欢同乐，显示出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映衬出共产党
人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那种泰然自若、成竹在胸的特有气质和英雄本色。敌人重兵进犯，大战迫在眉
睫。这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五大书记天天开会，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
令彭德怀也从前线赶回了延安，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李银桥跟随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中
进进出出，不仅亲眼见到了心中敬仰已久的毛泽东，还见到了德高望重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叱
咤风云的彭德怀、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和刘少奇、董必武、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时结
识了中央纵队的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认识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熟悉了在中央等领导同
志身边工作的秘书、卫士们。见到毛泽东了，终于见到毛泽东了！一连几天，李银桥的心中简直乐开
了花——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啊！和照片中见到的一模一样：高大的个子、魁梧的身材，
宽额长发、脸膛红润、眼大有神，只是比照片上的脸显得瘦了些，颏上的痦子很有特点、嘴动痦子也
动⋯⋯在周恩来身边，李银桥事事经心、样样勤快，很得周恩来的喜欢和邓颖超的称赞。一天，李银
桥侍卫周恩来从杨家岭开会返回枣园驻地，在窑洞里的大窗前，李银桥很快给周恩来准备好了洗脸水
。周恩来一边用毛巾擦洗着脸，一边和颜悦色地问李银桥：“小李，你说说看，这一次胡宗南会不会
来延安？”李银桥站在周恩来身旁，等着接周恩来手中的毛巾，不假思索地说：“这小子以前叫喊过
两次了，这次没准儿也是瞎诈唬。”“你要这样想就危险了。”周恩来将擦过脸的毛巾递给李银桥，
“这次他是决定要来的！”然后扬了扬他那两道浓浓的眉毛，望着李银桥认真地说，“国民党在全国
打了许多败仗，被我们消灭了65个旅，活捉了100多个将军，损兵折将哟！所以说他们这次是决定要来
的，要向我们边区出气⋯⋯”说到这里，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而又神情自若地微微一笑，
“蒋介石派胡宗南要来出气，这是他们的反动本质所决定了的；但出得了出不了气，可就由不得他喽
！”李银桥跟着笑了：“我还想找他们出气呢！”边说边收拾脸盆、毛巾，“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
重庆不出兵，这会儿又跑到解放区来耍威风，来了也没他们的好果子吃！”“思想水平不低嘛！”周
恩来望着李银桥满意地笑了，“战争锻炼人哪，黄新廷和余秋里很会带兵嘛！”进入3月，春暖花开
。地上的冬雪化了，柳枝开始吐绿，大地开始返青，延安城内外土坡上的桃李树已经开始抽蕾吐瓣。
春天真的来了。情况正如周恩来所料——1947年3月5日这天，敌人的29军所属48旅佯攻陇东，妄图诱
解放军主力向西出击，以便乘虚从东南或正南方向偷袭延安。李银桥当时虽说只有20岁，年龄不大，
但毕竟是有着近10年军龄的“三八式”的“老资格”了，再加上他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时间长，所以听
到胡宗南真的来进攻的消息，也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蒋介石和胡宗南也不认真想想，一旦真的打起
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哪一次不是按着我们共产党、毛主席的意图拨动呀！延安西线部队根据毛泽东的
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全歼了敌48旅，旅长何奇被击毙，解放军乘胜连夜出击，赶赴南线
战场，拉开架势准备痛击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在胜利面前，毛泽东及时向前线指战员拟发了《考虑我
军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的电文：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
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远近，你们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并使广大干部建立此种思想，随时
随地节省人力物力，方能战胜蒋介石，解决中国历史任务。毛泽东的电文于1947年3月6日发出。3、延
安城领袖荟萃 宝塔山众志成城1947年3月8日，延安一万多军民聚集在宝塔山下的商会大会场，隆重举
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动员大会。此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大会一开始，先由朱德总
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话。李银桥紧跟周恩来，早早地上了主席台。朱德和林伯渠的讲话一结
束，周恩来便健步走到主席台前发言。他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分析了蒋介石的困难处境，
认真向大会说明，也是向全军和整个边区、解放区的老百姓说明，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奄奄一息，正处
在土崩瓦解的边缘；敌人妄图以挑起内战、进攻解放区和进攻延安为赌注，进行最后的挣扎，用以吸
引国际视线求得其美国主子的更大更多的财力和军事支援，同时转移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独裁、
反内战”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呼声和要求，以期达到挽救其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的
罪恶目的。周恩来接着说，党中央、毛主席充分考虑了当前形势，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作了详尽的分析
和部署。由于当前延安地区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党中央决定采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战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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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主动、暂时地放弃延安，在迂回、运动中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歼灭敌人。周恩来还告诫大家，不要
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要心疼敌人打破我们的坛坛罐罐；要大家把眼光放远一些、再远些，要看到
今天的暂时的小的损失，是为了明天的长久的更大的胜利。现在我们主动地暂时地放弃延安，知道大
家心里很难受、舍不得，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但大家更要看到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将来永
久地解放延安，还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北平、上海，直到解放全中国！周恩来的讲话，会场上的
人们听得认真极了。最后，周恩来再一次提高了声音，坚毅地抬起他那只受过伤的右臂，满怀激情地
号召说：“同志们！我们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动
员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听着周恩来
那铿锵有力的讲话和激励人心的语调，李银桥和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人们直感到胸中的热血在涌
动，主席台上首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顷刻沸腾起来——只见红旗飘飘，一排排步枪和一簇
簇红缨枪高高地举上了人们的头顶，涌动着、呼喊着，口号声惊天动地：“团结起来打胜仗！”“保
卫延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人们身旁的初春的延河水哗哗地流淌着，人
们眼前的巍巍的宝塔山在明媚春光的沐浴下，更显得雄姿挺拔⋯⋯此情此景，证实了共产党领导下的
军民早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时也揭示了人民必胜的历史规律及伟大前景。1947年3月10日，延安
军民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地疏散和转移。3月11日，根据《双十协定》派驻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在慌乱中急匆匆地全部撤往了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不失风度地予
以送行。3月12日这天上午，李银桥跟随周恩来，同毛泽东的警卫人员、秘书和中央纵队的部分干部、
战士一起留守延安。由于敌机轰炸，下午，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枣园后沟搬到了延安北侧的王家坪，毛
泽东和周恩来以及江青也随即到达了解放军总部。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首长，
连同一部分中央机关和人员则转移到了瓦窑堡。3月13日，天蒙蒙亮。胡宗南指挥的14个旅兵分两路，
左路集团由刘戡率领、从延安南面的洛川出发，右路集团由董钊率领、从延安东南方向的宜川进逼，
以“分进合击”的态势同时向延安发动了猛烈进攻。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根据毛泽东1月25日的指示，即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
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
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按照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充分利用延安以南地区的地形地况
、山林隘口和纵深的防御工事，机智而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同日，敌人还派出了
近60架飞机对延安疯狂地进行了机枪扫射和投弹轰炸。整整一天，延安城内外随时可以听到前线传来
的大炮的轰鸣声，人们抬头便见敌机，放眼处处可以看到被敌机炸毁的焦土残垣、烟尘片片⋯⋯此时
此刻的延河水，已被战争的硝烟荡起了层层波浪；此时此刻的黄土坡，也被炮火的喧嚣掀起了簇簇飞
尘；唯独延安城东侧延河岸边土山上的那座宝塔，依然巍巍屹立着、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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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往开来，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和有关他
生前的一切，至今依然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人们怀念毛泽东，不单单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
领袖，同时他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心中时刻想着人民，他教导共产党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他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在工作中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他关心人民，热爱人民，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他指示党的干部脚踏实地
地干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不仅这样要求别人，同样也这样要求自己，并且更加严
格地这样要求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子女。工作中他不搞特殊，生活中克勤克俭，反对任何形
式的铺张浪费，痛恨共产党的干部贪污腐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毛泽东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
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他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崇高的人格魅力，包括他的喜怒哀乐⋯⋯    我曾多
次到毛泽东的原卫士长李银桥家中去，并和全家人一起去看望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曾多方面接触
过原中央警卫团的一些老同志，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至深，一谈起毛泽东来就激动不已。古今生同志
，年轻时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2005年春我应邀出席海峡两岸退役将领茶话会，同他在全国政协礼堂
交谈时，话题总围绕着毛泽东；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谈的依然是毛泽东，或慷慨激昂，或泪流满面
。    近几年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句话，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这话虽然有它一定的道理，
但从我所了解到的，总觉得毛泽东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许多可歌可
泣的优良作风，集大智大勇、大韬大略、刚柔并济于一身，并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这次将近几年所
写的有关毛泽东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结集再版，对书中的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特此说明。 
  邸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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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15年贴身卫士长邀你共同体验——真实的历史、精彩的历史、触动你心灵的历史！三大战役、
跨江追击、毛泽东运筹帷幄；美帝封锁、 百废待兴、毛泽东重整山河；抗美援朝、经济建设、毛泽东
豪情满怀；四次婚姻、十个子女、再现领袖趣事秘闻；内心世界、生活细节、见证伟人亦庄亦谐。历
史因伟人而精彩，伟人因真实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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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对这本书本来充满了期待，因为从其他地方看到节选的内容，感觉还不错，谁知道买回来一看
，素材也许可贵，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类似，但是文字功底不行，像流水帐，描写不生动，到底
不是专业作家的作品啊，很是遗憾。
2、一本写伟人的书，内容真挚感人！物超所值！
3、不晓得自己怎么会用一天的时间看完了一本636页的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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