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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4年初春，我奉调离开粤西，赴广州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迄今不觉已经超过
半个世纪了。
　　1955年6月，华南分局奉命撤销，成立广东省委，我先后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广州市委、省顾
问委员会工作，还先后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及第三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50年来，我亲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场面，也接触过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各级党政负责人、人民解
放军将帅、原国民党高级官员、文化学术名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人物以及其他外国友人，伴随
他们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
　　时光飞逝，我谒见过的众多长者中已有多位先后骑鹤翱游九天，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及高尚情操
，令我今生难忘。
个别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但他们同样曾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为了让历史在档案材料之外留下一些真情，我督促自己趁大脑尚未衰朽，记下这些我亲见亲闻的细节
，奉献予同辈和后辈读者。
　　我不是文学家，无力对事物渲染润色。
许多名垂青史的一代俊彦，我只记下他们的一謦一敦。
我也不是历史学家，囿于学识，无从写出完整的历史。
面对万古常青的历史巨树，我不过拾起一花一叶。
　　佛教经典《华严经》中有个说法，叫做“一花一世界”。
我虽非佛教徒，但十分欣赏这话，因为它不仅表达出一层圆融无碍、大小由之的自由思维境界，而且
体现出一种多侧面、多层次的世界观。
　　这种观点，佛家不见得有专利权。
马克思年青时嘲笑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官：“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
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马克思还说：“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正如千姿百态的花朵，在不同的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而在特定时间也
具有多个侧面。
再完备的历史巨著也无法涵盖所有的细节，再详细的人物传记也无法尽述传主的一切言行。
更何况我所见所闻的这些小故事，充其量只是历史巨树中的若干零枝散叶。
如果有人在采集历史花束时，在我的小书中发现有用的花瓣，我便深感欣慰。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声称，他不治近代史的原因，是怕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影响对历史事实的
客观判断。
我注意到他的告诫，写作本书时尽可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力图避免记述历史事件时掺入个人恩怨（其
实我也没有多少个人恩怨），更不敢妄自揣度历史人物的心理与动机。
　　本书所记述的每件事，凡涉及时间地点等细节，我都尽量向其他知情人士求证，或查对书面记录
，或利用其他相关材料加以印证，力求准确。
但是毕竟时间久远，记忆误差恐难全免，恳请老朋友与读者们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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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945年初春，我奉调离开粤西，赴广州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迄不觉已经超过半个
世纪了。
　　1955年6月，华南分局奉命撤销，成立广东省委，我先后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广州市委、省顾
问委员会工作，还先后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及第三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50年来，我亲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场面，了接触过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各级党政负责人、人民解
放军将帅、原国民党高级官员、文化学术名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人物以及其他外国友人，伴随
他们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
　　时光飞逝，我谒见过的众多长者中已有多位先后骑鹤翱游九天，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及高尚情操
，令我今生难忘。
个别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但他们同样曾历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为了让历史在档案材料之外留下一些真性，我督促自己趁大脑尚未衰朽，记下这些我亲见亲闻的细节
，奉献予同辈和后辈读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

作者简介

　　欧初，1921年生，广东省中山市人。
少年时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副司
令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
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广州市人大主任、广东省
顾委常委等职，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三届、七届人大代表。
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国际易学联合会顾问，孙中山基金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中华诗
词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
　　编著有《少年心事要天知》、《有志尚如年少时》、《欧初书画集》、《五桂山房诗文集》、《
五桂山房藏古书画题跋选》、《黄节蒹葭楼诗定稿本》、《明弘治本诗林广记》等。
主编《岭南文化丛书》，与友人合编《屈大均全集》和《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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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共和国的领袖们不爱排场的毛泽东毛泽东与小岛一号楼毛泽东、江青在广州舞会上叶剑英说
要用两只耳朵听说话邓小平等考察广东居然吃闭门羹要保留历史的陈云与上了一堂芭蕉课的彭真邓小
平在珠海前山眺望澳门刘少奇说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终身难忘朱德的笑容元帅们在广东的日子胡耀邦
批示为电影《代理市长》开绿灯邓颖超托我“辟谣”陪萧克重游旧地人在政坛林锵云不计较个人职务
前线指挥所里的陈赓方方受到不公正对待之后“双清楼主”与她的后代儒雅的张治中与豪放的蔡廷锴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陈郁李宗仁再住广东迎宾馆思想解放的杨尚昆胡应湘坚持将中国大酒店建起来何贤
一直称我“神交”谦和低调的孙中山先生嫡孙女孙穗华文人性情郭沫若的才情红线女、秦牧在“文化
大革命”中遭难上海书画界老朋友的深情赵朴初的冲淡平和自称“好事之徒”的商承祚诗人陈芦荻的
纯真岭南画派创始人“两高一陈”的家人鉴赏界巨擘张葱玉老年时的容庚京华书画家指点我作画居港
的岭南派画家赵少昂、杨善深关山月、黎雄才逸事黄永玉的跌宕泼辣不服老的奇女子袁晓园女士琉璃
厂老人马宝山传奇洞达学术与人生的启功国学大师饶宗颐黄苗子、郁风夫妇的风度、爱心与艺术逸闻
趣事与安排座位有关的两个故事外事小疏忽险些造成大尴尬南宁会议批“反冒进”余波“文革”中广
东省人民委员会被“夺权”简记“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入西村监狱一批高级干部因爱好文物被诬“投
机倒把”发现西汉南越王墓改写广州历史为广州几处公园命名的经过广州诗社代表团开展“诗词外交
”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成立前后上书中央疾呼“文字改革不可一刀切”外国领导人风采向艾地介绍
广东游击战争历史几位兄弟党领导人在广东的趣事胡志明的朴素日本福冈市长进藤一马的中国文化情
结美国朋友为建立友好城市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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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爱排场的毛泽东　　1958年1月23日，我与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赶到广州白云机场，迎接
从广西南宁飞来的毛泽东专机。
此前一天，在南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将陆续前来广州。
广东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后，即按要求作好安排。
　　毛泽东很熟悉广州。
1923年6月，毛泽东未满30岁时第一次来到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翌年1月，他又到广
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从1925年9月起，毛泽东在广州连续居住了十四个月，其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还主持过
农民运动讲习所。
他这三次南来广州时，正值风华正茂之年。
1949年，毛泽东在筹备建国的繁忙日程中，还写下“饮茶粤海未能忘”的诗句，足见他喜欢广州之情
。
1954年陶铸主持广东工作以来，毛泽东数度视察广东，我曾见过他几次，但都是在人多的场合，尚未
同他交谈过。
　　专机准时降落，我与苏汉华连忙走到舷梯旁等候。
机舱门打开后，数名卫士快步走出，站立在飞机周围。
毛泽东随即走出飞机，向远处看了一眼，便自己缓步走下舷梯。
苏汉华兼广东省委办公厅警卫处长。
解放后毛泽东每次来粤，都由苏负责随身警卫，彼此早已熟悉。
于是苏汉华快步趋前，向毛泽东问好，我跟在苏后面。
　　苏汉华指着我向毛泽东介绍：“这是我们省委副秘书长欧初同志。
”毛泽东眉毛一蹙，随即与我握手，以浓重的湖南口音问：“哪个欧？
”我答道：“欧洲的欧。
”他又问：“哪个初？
”我说是初一初二的初。
毛泽东微笑点头说：“好记，好记。
”　　问完姓名之后，毛泽东收敛笑容，指指我与苏汉华说：“不是讲好不搞迎来送往吗？
怎么你们又来了？
”按照中央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内各地视察，不准迎送。
我连忙解释：“我们遵守规定，省委负责同志都没有来。
汉华同志和我是工作人员，是来带主席去招待所的。
”毛泽东这才高兴起来，再叮嘱一句：“一定要遵守党的规定。
”然后，他转身坐进我们为他准备的苏联产吉姆轿车，前往我们通常称为“小岛”的省委招待所。
　　小岛一号楼建成之后，毛泽东来广州多下榻于此，此次亦然。
吉普车驶到一号楼前，广东省负责人陶铸陪毛泽东入内。
一会儿陶铸出来，笑着对我说：“主席刚才说我‘厚重少文’，其实就是批评我没有文化。
”　　毛泽东抵达广州后，接见奉调即将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拉·尼赫鲁夫妇，作长时间谈话，首次
公开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
毛泽东此次来穗，只停留一晚便飞返北京。
此后三年，他共有四次广东之行，我多次参加接待工作，有许多机会见到毛泽东。
他在广州出行并不戒备森严，除苏汉华负责随身警卫外，场地警戒由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安排，省委
办公厅副主任关相生负责安排接待工作的日常具体事务。
　　1958年1月24日晚，毛泽东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见广州地区驻军、广东省、广州市干部，并观看了
文艺演出。
晚会开始前约一分钟，毛泽东一行共约七八人从休息室出来，径直走向事先留好的前座二区第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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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突然见到毛泽东现身，不由激动万分，全场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身穿银灰色大衣的毛泽东向群众挥手致意后坐下，晚会随即开始。
我听见省委办公厅机要室文电科长李美清不断说：“我幸福极了！
幸福极了！
”事过多年之后，当晚参加晚会的许多人仍然清楚记得毛泽东进场的每一个细节。
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包括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红线女等演出的《搜书院》、《昭君出塞》等折子戏。
　　1958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陶铸、朱光等陪同视察广州市郊棠下村，晚间参观农具改革展览会
则由我安排。
展览会设在现在的广州文化公园，分耕耘、水利、水产、土壤、肥料等多个展馆。
我先与广州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陈角榆联系，将参观时间安排在晚间11时。
此时游人数目很少，不必专门清场。
毛泽东到展览会看得兴致勃勃，对各种新型农具尤其感兴趣，看得非常仔细。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很健谈，有时却又沉默寡言。
195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5岁寿辰。
当天陶铸与广东省长陈郁在省迎宾馆三号楼请毛泽东、罗瑞卿等吃饭，作为工作人员，我也在场。
席上的主菜是以蛇为原料的几道菜肴，还有几个湖南菜。
用餐期间，陶铸谈兴甚浓，从迎宾馆原先是两广盐运使陈维周的衙门，后来李宗仁“南迁”时用作总
统府，一直讲到广东人如何会吃，还引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为佐证。
陶铸说，过去广东土匪绑票，抓到人质先请吃一条全鱼。
如果人质先挑鱼肚吃，就表明他家中有钱，土匪可以开高价勒索；而先吃鱼头鱼尾的人质，家中大概
没有多少油水。
　　当晚主人连同客人总共只有十人左右，刚好坐满一桌，毛泽东没有多说话。
只是陶铸讲到广东人食鱼的精彩处，毛泽东插了一句“民以食为天嘛”，其余时间一直不出声，偶尔
微微颔首，示意听到了。
陶铸、罗瑞卿对此似乎司空见惯，自顾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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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每次到场时，大家按照事先的约定，继续跳舞，无人鼓掌。
他离场也不张扬其事，往往悄悄离去。
江青跳舞技巧纯熟，姿态优雅，然而颇有架子，极少与舞伴交谈。
　　——《毛泽东、东青在广州舞会上》　　以这几位首长的身份，参观一个小小的地方糖厂居然吃
闭门羮，令他们大感意外，不由有些不耐烦。
邓小平却一直不动声色，负手而立，一言不发。
　　——《邓小平等考察广东居然吃闭门羮》　　“周恩来结婚在太平馆设宴请客”的传言，一直令
周恩来与邓颖超不安。
1960年农历除夕，邓颖超当面托我为他们辟谣。
　　——《邓颖超托我“辟谣”》　　何香凝毫无架子，早餐白粥油条足矣。
廖梦醒很高兴我为她准备的广东特产“西洋菜”。
为人幽默的谬承志对“食在广州”尤感兴趣，他指着自己滚圆的臂膀说：“看，我这个大胖子就是‘
食在广州’食出来的。
”　　——《“双清楼主”与她的后代》　　窗口内有人问：“你要探什么人？
”陈芦荻莫名妙，说：“我不探人，你这里卖什么东西？
”窗口内的人大声说：“这里是监狱。
别人排除等着探监，你搞什么鬼？
”　　——《诗人陈芦获的纯真》　　但见关山月走到海关官员面前，伸出双手，慢条斯理地说：“
请你把我的手斩断吧！
”与关山月齐名的另一位岭南画派大家黎雄才则豪爽直率、热情奔放，两个的性格相映成趣。
　　——《关山月、黎雄才逸事》　　胡志明主席对中国感情深厚，中国文化造诣很深。
他生活朴素随和，生怕浪费，边我喝剩的半杯酒也不嫌弃，拿过来要喝掉。
　　——《胡志明的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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