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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的卫士不少，任期10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骥便是其中一个。
给毛泽东当卫士是幸运的事，在毛泽东身边13年更是人生的幸运。
李家骥真是好运气，最初他是怎样到了领袖身边的呢?他在领袖身边又经历了什么我们常人所不能经历
的事呢？
请看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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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家骥   1932年旧历11月出生于山两省需县。
1945年5月参加八路军，1948年7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机要通信班当机要通信员。
1949年3月7日调任毛主席的卫士。
1953年6月任毛主席的卫士组长。
1956年末到1958年4月，在中央公安学院学习。
毕业后临时调到董必武身边任代理警卫秘书。
1959年4月又任毛主席的卫士、警卫、警卫局的科员。
1961年11月到东北支援油田建设。
1964年调到哈尔滨市农工委工作。
1966年调到哈尔滨市轻工局工作。
接着到局属针织厂搞“社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留在该厂，直到1992年11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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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说：“时来天地都相助，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是讲“时运”的。
“时运”不是迷信，不是唯心，是一个很大的唯物的哲学概念。
　　1948年，几百万的人民解放军，几十万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中，为什么只有李家骥来到了西柏坡，
并当上了毛泽东的卫士？
是偶然还是必然？
是唯心还是唯物？
用“时运”解释似乎更合适。
　　决定命运的调转　　杨庆旺：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人。
当然与你这样的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尤其还在革命领袖身边工作的人无法相提并论。
但有一条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受党的传统教育比较多，传统观念也比较多。
我们之间共同语言自然也比较多。
所以，我为能认识您感到荣幸，能采访您，能听您讲讲毛主席的故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心愿。
我愿洗耳恭听，相信通过采访，我又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又受了一次党的优良传统教育。
我将慢慢咀嚼，慢慢体会，慢慢深化，慢慢⋯⋯融化到血液中去。
我希望能先从您自己说起。
　　李家骥：我也很愿意和你聊聊我自己尤其是聊聊在主席身边的难忘的岁月。
我想这不仅对你有意义，对我自己也是有意义的。
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932年旧历11月。
黑暗的社会又加上寒冷的冬天。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降生在山西省盂县大吉村的一个破产的地主家庭。
到我父亲这一辈时，家里就很穷了。
我这辈兄姐弟6人，我是老三，我的二哥李家颐比我参加革命时间早，而且对我影响最大。
　　杨庆旺：我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我对你们家乡的历史比较了解。
　　盂县，虽然比较贫瘠，却有着悠久文化和革命传统。
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这里是仇犹国所在地，后为晋国。
县内的盂山又叫藏山，传说是春秋时期晋程婴藏赵氏孤儿处。
山腰有藏身洞及藏山庙，建筑宏伟，有塑像、石造像，山上风景雄奇壮观。
有一出传统京戏叫《赵氏孤儿》，里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盂县西部的山西和河北交界处有个叫娘子关的地方，是著名的关隘，是出入山西的咽喉。
相传唐太宗的妹妹平阳公主统领娘子军驻此设防，后来改叫这个名字。
再往东进入河北省境有个叫井陉的地方。
楚汉相争时韩信用背水阵大破赵国，在中国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盂县东北方向的河北省境内就是平山县的西柏坡。
　　李家骥：讲古代历史，我不如你知道的多。
我还是多说我知道的当代的历史事实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盂县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前后，山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觉悟的青年积极参军。
我就是在1945年5月份参加八路军的。
那时我才13岁，还是个娃娃。
入伍后，先在盂县西道村进行2个月的集训，我被分配到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当通
信员，搞通信、勤务、供给等工作。
记得管理科科长叫荣光、供给科科长叫周揆中，他俩都领导我。
　　杨庆旺：战争年代与现在真是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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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8岁读书，一直读到“文化大革命”，20岁之前是父母为我操心，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读书，而你在13
岁就参加革命。
时代的差异，经历的不同，人们的感受也不同，认识也会不同。
　　李家骥：3个月后，1945年8月25日晋察冀八路军解放张家口的特大喜讯传到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
南庄时，我高兴极了。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听到解放这么大的城市，第一次听到打了这么大的胜仗，能不高兴吗！
整个司令部都轰动了，就像开了锅一样热闹。
地方政府、当地群众，纷纷向司令部大院拥来祝贺。
他们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恨、对自己子弟兵无限的爱，慰问为他们报仇血恨的人民军队。
慰问群众赶着车拉着粮，推着车装着猪羊的、提筐的、抱鸡的，都挤在司令部的门外，军队爱人民、
人民爱军队的情景，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
　　为这次胜利司令部改善了伙食，排了话剧。
我在剧里还当了一次小演员呢！
剧情简单感人：爷爷领着孙子在一个小车站拾煤核，被鬼子和汉奸发现，遭毒打。
孩子的父亲为了保护他们爷俩，而被鬼子打死。
演爷爷的就是我的战友屈杰英。
几个演员还受到领导的表扬。
当时我们真高兴，为解放张家口高兴，为人民群众热爱自己子弟兵的真挚情感高兴，为我们演了一个
受老乡喜欢、领导表扬的节目高兴。
　　我随着部队于9月初离开城南庄，9月6日进驻张家口，位于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大院里。
直到1946年10月11日夜暂时撤离张家口。
　　1946年末1947年初晋察冀军区成立野战军司令部，我随司令部到了河北省安国县城西南四里外的
一个村子。
1947年3月晋察冀军区在此召开了会议，我为会议还做了服务工作（后来称安国会议），会后军区首长
在这里指挥了有名的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
　　1947年末我调阜平城南庄司令部，1948年3月，我参加了前往平山的突击队，到了平山县烟堡村（
离石家庄比较近，离西柏坡50多里）才知道，原来是为了晋察冀军区撤离这里做准备（实际这时已建
立华北局）。
我们负责为军区首长建指挥中心，地点就在村南山下，这个指挥点建得真是既能攻又能防。
我们去的人就是备料运料，木材砖瓦沙石灰，样样都由我们供应。
为了保密，木材夜间从几里外往回扛，砖从山顶往下背（拆破庙的老古砖）开始我只能背6块，后来
增加到8块。
每天劳动开始还有个钟点，后来为了赶时间，就搞起突击来了。
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解放全中国，大家都没有怨言。
3个月的工程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
军区首长6月初搬进了新建的指挥部，军区首长还表扬了我们。
　　俗话说，当兵打仗。
当兵不打仗总觉得没意思。
那时我特别想到作战部队，亲手消灭几个敌人。
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但由于年龄小，一天跑跑颠颠，无忧无虑，一晃就过了两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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