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毛主席有个“君子协定”

李银桥，曾先后任毛主席的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

“

1947

年
8

月的一天晚上，时任中央纵队参谋长的
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突然找我谈话。 叶子龙说把我
的工作变动一下，调到毛主席身边当卫士，因为我过去一
直干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汪东兴还强调说这是组织上
对我的信任，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因为才到在周总
理身边工作时间不长，现在又要调到主席的身边工作，我
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去了。 ”

“第二天报到时，主席问我愿意到他这里工作吗，我
当时低下头说不愿意，接着我们俩都沉默了，毛主席轻咳
了一声说，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你能
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我就直言不讳
地说我干得太久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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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军，一直当特务员、通讯
员，但我一直想到部队去，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
思，他了解我，到时候放我走。而到了您这边，将来恐怕难
以走得脱———听说您有些恋旧，等我们熟了，您还肯放我
走吗？ 毛主席笑了，他说，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
番？我喜欢你呢，所以想要你来，但是怎么办，总得有一个
人妥协吧。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那只
好我妥协了。 毛泽东又笑了说，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
都做一些妥协。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另外，我
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的党小组长。 我们订个君子协定，

你看行不行。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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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没
想到一待就是

15

年。 ”

毛泽东经典名言摘录

论革命理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论治国理政

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人民
好比土地，与人民结合起来，才
能生根，开花。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 政府
才不能松懈。

论党的建设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
罪。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

论工作事业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
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
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
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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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身边人细数伟人身边事

追忆在主席身边的时光

民主的父亲朴素的父亲
刘思齐曾经是毛泽东的儿媳妇，毛岸英的妻子，刘思

齐与毛岸英的婚姻生活虽然不长， 但他们却有着深厚的
感情。

“毛主席是非常民主的一个父亲，在家经常开家庭会
议，孩子都有发言权。 他把孩子们都召集在一起，大家提
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合理的、正确的，主席就采纳。不合
理的，主席会讲明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家庭会议并不需要
特殊的背景，只要主席和江青有空，孩子们也都在，大家
就会坐在一起谈一谈，聊一聊。 在家庭会议上，大家完全
放开，畅所欲言。 他常要求孩子们一定要会独立思考，不
要人云亦云，随着大流喊，一个事情出来以后要多问几个
为什么，挖挖根。 他从不要求子女所有的功课都是满分，

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

“毛主席生活上艰苦朴素，几乎不浪费一粒米。 他把
劳动人民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 有一次和主席一起吃
饭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掉了一些饭在桌子上，没人在意。

毛主席看见后一句话也没有说， 用筷子夹来放到自己嘴
里了。 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

“主席是我的亲人，更是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一辈子守在韶
山，勤勤恳恳耕种着田地。 说起毛主席与
父亲毛泽连的事情，毛主席堂侄毛岸平如
数家珍。

“

1959

年
6

月
26

日， 毛主席祭拜祖
坟后来到了韶山学校。 一时间整个学校
沸腾了，在教学楼的前坪，大家紧紧簇
拥在他身边。 我当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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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身材又
瘦小， 只能踮起脚尖在人群外围看毛
主席的背影。 当天下午老师把我喊到
教室门外说毛主席今天邀请我们全家
一起吃饭。 晚上，毛主席用自己的小车将
多年不见的老表、堂兄弟、大革命时期一
起干农会的老共产党员、 烈士家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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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接到韶山招待所。 到达目的地后，我
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第一个冲下车门，第
一个跑到毛主席跟前。 当晚，毛主席跟每
一桌人都敬了酒，相当和蔼，每一个人都
被他那份对家乡人民的深情所感染。 ”

“

1949

年
10

月，全国一解放，我父亲
和毛主席的表弟李珂到北京与毛主席见
面。 一见到我父亲，毛泽东就发现他的左
眼没有一丝光泽，便关切地问道：泽连，你
眼睛怎么了？ 李珂向他解释了情况，毛主
席立即吩咐毛岸英和秘书田家英第二天
陪我父亲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眼睛。出院
后， 毛主席了解到我父亲的眼睛不能痊
愈，心情相当沉重。 李珂见此情景忙介绍
说我家里经济困难，看能不能给我父亲安
排个工作，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泽连
的困难我是了解的，但我这个主席，不能
只解决自家人的困难，要先解决全国人民
的困难。 这点让我很感慨，毛主席并没有
因为他的身份而对亲属搞特殊照顾，我父
亲一直是个农民，我们兄妹几个也都是普
通劳动者。 主席这种以公为大的情怀，体
现了一代伟人的道德风范。 在我眼里，主
席是我的亲人，更是人民的领袖。 ”

主席从来以身作则宽以待人
吴连登，曾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员。

“毛主席对自己的生活， 包括对家庭、

孩子们要求很严，对工作要求很严，但是在生
活上，谁有困难，定会解囊相助。 有一次我
家失火把房子烧掉了，主席知道后，让秘书
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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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放到信封里面给我，还对我讲，

这个钱不是他给的，是人民的，让我们年轻
人好好学习，感谢人民和党的培养。 ”

“给毛主席当管家，感到很难‘管’，凡
是毛主席家里发生的这些费用， 都得花
钱，没有不花钱的，但是钱还少，最后谁也
没办法，就跟毛主席打申请，再从稿费支
出一点。 毛主席稿费作为家庭用的是微
乎其微，你跟他要，非常难。 毛主席要求
全党、全国人民、领导干部要做到的事儿，

他自己首先要做到，其中包括要求家人、

孩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得要做到。 比
如给老人家在中南海特殊安排了一个厨
房，毛主席说，人民为了照顾我的工作和
身体，给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小灶’，这
个灶房只有我一个人享用，孩子们是不行

的，不允许在这个厨房吃饭，想吃什么自
己花钱去买。如果毛主席去大会堂不带茶
叶，喝一杯茶，都得去算一次账。就是两毛
钱的事，但这两毛钱，是毛主席立的规矩，

他这样要求其他领导人做到，他自己就一
定要先做到。 ”

毛主席公众场合接见外宾时，一定要
穿他的毛式服装才可以出来。但是平时在
家里，毛主席不穿皮鞋，不穿外衣，夏天就
穿一个很薄的衬衫，到冬天以后外面再加
上一件类似睡袍的衣服。毛主席有一个生
活习惯，不穿短袖衣服，没有短筒袜子，袜子
到膝盖以上，因为主席腿总疼，所以希望用袜
子盖一下。 里面穿的衣服经常是“新三年，旧
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衣服上经常是补
丁。 毛主席不盖棉被，夏天一条，春秋两
条，冬天三条，如果腿凉了就用热水袋。因
为常年用毛巾被，就磨坏了，就要补，洗脸
的毛巾旧的，破的，就用来补毛巾被，毛主
席一条毛巾被上最多的补丁达到

73

个。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9

年
4

月，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思齐夫妇及女儿李讷在香山。

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