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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上下册）》

前言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受尽外来侵略、欺压、蹂躏的耻辱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反对外
来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抗争史，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发展史。老一代革命家们成为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从幼小稚弱的热血少年到耄耋之年的革命长者，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了他们清晰而凝重的足迹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留下了他们为之奋斗，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
历程中，留下了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
人民群众的热爱。他们在为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
不朽的业绩的同时，还以他们崇高的理想、品德、人格、情操等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座精神丰碑。
老一代革命家们同亿万老百姓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有恋爱友谊，有儿女情长，有情趣爱好⋯⋯为了
更全面、真实地反映老一代革命家，我们编辑了这本《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本书辑录了我们党
、国家和军队领袖以及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前辈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多个生活
片段文章，共分“率先垂范”、“情感世界”、“情趣爱好”、“红色恋歌”、“人际交往”、“革
命生活片断”六个部分。书中所收录的篇章均选自革命回忆录、传记和国内核心党史期刊公开发表的
文章。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丰富，人数众多，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收选全面，并且尽可能地选取了一
些新材料，有些还是最新研究成果；史料准确，扎实可靠，经得起推敲，并有据可查；可读性强，篇
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自成一体，读来引入入胜。我们出版本书，一是为了缅怀老一代革命家
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风范，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对广
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通过深刻揭示老一代革命家的伟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之处，对
人们怎样对待理想、人生、处事起到教育、启迪作用；三是使广大读者通过此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革
命道路的曲折和艰难，激励自己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更加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
的祖国和人民；更加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激发拼搏向上的精神和斗志。《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
家》一书主要由长期从事党史、领袖等文献信息收集整理工作的中青年同志编撰的。在本书编辑和出
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文献出版社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收
录了很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专著等，也向这些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希望这些同志及时与我们
联系。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书中对于收集的人物、典型事例等有诸多不全不周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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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上下册）》

内容概要

《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上下册)》辑录了我们党、国家和军队领袖以及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前辈
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多个生活片段文章，共分“率先垂范”、“情感世界”、“
情趣爱好”、“红色恋歌”、“人际交往”、“革命生活片断”六个部分。书中所收录的篇章均选自
革命回忆录、传记和国内核心党史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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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上下册）》

章节摘录

“家丑不可外扬”毛泽东对衣着有他自己的标准：一是“不露肉”，二是“宽松随便”。他时常对周
围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对旧衣服特别有感
情，破了就补，补好再穿，旧得没法补了，旧衣服也就变成了补丁布。毛泽东穿的衣服补丁很多，但
他要求这些补丁“内外有别”。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这些补丁可以
说是“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候找不
到布头就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当补丁用。对此，毛泽东说：“没关系，穿在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
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颗子弹。”解放以后，他的衣服仍然有不少补丁。他说
：“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
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在丰泽园里的餐
桌、茶几、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几块小面巾，以便毛泽东擦汗、擦嘴用。面巾破旧了，他也不让扔掉，
吩咐用来补毛巾和毛巾被。毛巾被上的补丁全是用这种用旧了的面巾。到毛泽东临终时，上面竟打
了73块补丁！毛泽东有两件极为普通的毛巾布做成的睡衣，一件是黄色的，一件是白色的。这两件睡
衣，他穿了好多年了。线开了缝一缝再穿，哪里破了就用块旧布补起来。也不知缝补了多少次了。工
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发的布票很少，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为什么
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劝他次数多了，他就
不说话，一笑了之。有一天，身边的工作人员趁他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一件新睡衣。穿衣时，毛泽东
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就很不高兴，一再追问旧睡衣哪里去了。工作人员看到他不高兴了，就赶紧把洗
好叠平的旧睡衣拿出来。毛泽东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了补丁的睡衣好穿。”
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一直穿着这两件睡衣。在他逝世时，这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块补丁，另一
件上有59块补丁！毛泽东对外衣上的补丁还是“讲究”的。他要求补丁的颜色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
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说：“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
，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刚进城不久，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
知名人士。当毛泽东得知张澜已经到京时，便打算次日马上去会见，觉得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
重。毛泽东素来生活很俭朴，加上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生活用品很紧张，当时身上的外衣也打着补丁
。于是，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的贡献，在民主人士当
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毛泽东所有的“存
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因为毛泽东说过进京“赶考”
的话，所以，李银桥只好向他报告：“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听了后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
成绩。”“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
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不无歉意地穿着补丁衣服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张
澜。后来，毛泽东同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先后会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毛泽东从未主动提
出增加衣服，相反，多次批示凡增加衣服或废弃衣服都必须经过他本人同意。他增加衣服相对集中在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新中国前夕曾为他做过一套新衣服，因为要建新中国了，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国人
多了，还要参加“开国大典”，总要有件像样的新衣服。据卫士马武义回忆，朱德在常委会议上专门
提出讨论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增加衣服的问题。理由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穿得破破烂烂，影响国家的形
象。此前，毛泽东是没有新衣服的。第二次增加衣服是首次访苏，由周恩来亲自指示给毛泽东做礼服
。在访苏期间，毛泽东偶尔在外交场合穿穿，平时还是穿他那套旧衣服。第三次增加衣服是1953年。
原因有两条：一是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不穿军装了，他的衣服就少了。二是毛泽东这时候渐渐发
福了。新中国前夕毛泽东160多斤，到1953年就180多斤重了。过去的上衣基本上都系不上扣子，无法
再穿。没办法只好从上到下做了两套衣服。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再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
子磨破两次，也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毛泽东对旧衣服特别有感情，生性“恋旧”。对于换
掉的衣服，他更加“重视”，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1949年11月，北京的天气开始变冷了。一天夜里
，毛泽东工作之余到院子里散步，一股股寒气向他袭来，冷得他直打寒战。警卫员李家骥说：“主席
，外边太冷，回去加件毛裤吧。”毛泽东表示同意。李家骥把毛泽东的那条旧毛裤找出来，发现补丁
叠补丁，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据说这条毛裤毛泽东从长征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
曾给他缝补过多次。李家骥拿着这条毛裤掂量了好半天，才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这条毛裤实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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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穿了，补丁压补丁，又厚又沉，还不暖和。我到管理科给你领条新的吧。”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用。毛裤穿在里边，外边还要套裤子，这又不要什么好看。还是麻烦你想办法给我修补修补吧。”
李家骥继续劝道：“主席，你看看这条毛裤已经补了多少次了，实在无法再补了，还是换一条新的吧
。你是党中央的主席，叫管理科给你买条新毛裤完全是应该的，再节省也不在乎一条毛裤呀！”毛泽
东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听着李家骥的唠叨。他深思了一会儿，耐心地向李家骥
解释说：“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
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很多群众还吃不上穿不上，他们连我
这样的旧毛裤也没有啊！还是请你给我修补修补，不要花钱买新的了。”李家骥没有办法，只好拿出
针线，细心地给毛泽东修补那条破得不成“形”了的毛裤。这条毛裤毛泽东一直穿到1956年，后来实
在没法穿了才买了条新的，但他仍旧不舍得扔掉这条旧毛裤。毛泽东的衬衣向来也是补了又补。有一
件旧衬衣，因为穿的时间长，洗的次数多，变得很薄了。李家骥给毛泽东穿衣服时，一不小心，后背
撕开了一条一尺长的口子，他风趣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衫衣张大嘴了！”毛泽东看了看撕破的衬
衣，笑着说：“那就把大嘴缝上。以后再穿吧。”李家骥用一尺多长的一条白布，把那个大口子补上
了。几天后，毛泽东在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了这件补好的衬衣，高兴地夸奖李家骥说：“你的针线活还
不错呢。”“当兵啥都得会啊！”李家骥说。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他很喜欢这件衬衣，拿起来看了
又看，并叮嘱李家骥：“没有我的同意不能给我丢掉。”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回国以后，李家骥和
李银桥给毛泽东清理过一次衣服。他们觉得那件旧衬衣实在是太破了，就送给警卫班李风华的孩子当
尿布了。一天，毛泽东接待客人，非要穿那件补过的衬衣。李家骥忽然想起了毛泽东叮嘱过他的话，
他吓坏了。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说给小孩当尿布了，只好搪塞说：“找不到了。”毛泽东偏
偏对这件衬衣特别喜爱，非要不可。他不解地说：“难道这中南海还有人偷我的衬衣？”毛泽东坚持
要，李家骥无处找，只好如实地向李银桥汇报。李银桥给李家骥出主意说：“不吭声就行。”为了缓
和矛盾，李家骥躲开了，他让卫士赵鹤桐给毛泽东找了一件新一点的衬衣。毛泽东见李家骥溜了，好
大不高兴，命令赵鹤桐：“你把李家骥给我叫来。”越鹤桐感到事情严重，向李银桥作了汇报。李银
桥只好带着李家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脸严肃的神情，问李家骥：“你是不是把我的那件衬衣丢掉
了？我不是说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给我丢掉吗？”李家骥急得满头直冒汗，心里盘算着该如何作
检讨，检讨的话还没有想好，就急中生智，撒了个谎，说：“主席，我哪敢随便给你丢掉。我见李风
华的孩子没衣服穿，又见那件衬衣确实不能修补了，就想，用这件衬衣给孩子改一件小衣服不是挺好
吗，这也不算浪费。所以，我未经请示就把这件旧衬衣给李风华爱人改做孩子衣服了。”毛泽东一听
，不是随便丢掉，没有浪费，心里的气儿也就消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声说：“好，很好。”李家
骥耍了个小聪明，总算蒙混过关了。他后来和李风华说起这件事时，才知道李风华并没有把毛泽东的
这件衬衣当尿布，而是私自珍藏起来。这样，李家骥心里才踏实下来。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
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光
鲜闪亮的时候。江青也是照此办理，能补的补，变小不能穿的就送给李敏穿。到20世纪60年代，江青
变了，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
补丁摞补丁。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有一次，当袜子刚穿到脚上，卫士封耀松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了
一个洞。封耀松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个洞。“主席，换双新的吧？”封耀松问
。“嫌补着麻烦了？”“这袜子都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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