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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编写本书的起因    虽然有不少文章、著作涉及到中央警卫部队，也有不少同志从自身的角度回忆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况，但是，截至今日，还没有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央警卫部队发展史的专著，也没
有关于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人员的准确人数和名单。
    一些尚在世的主席的老警卫和研究者在一起交流情况时，常常为此而感慨万分，都希望有人站出来
组织大家“协同作战”，搞一部系统反映主席与卫士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书，其价值不知要高出“
单兵作战”、“零星材料”多少倍！
    由于工作的关系和某些其他的原因，这项工作的组织联络的主要责任就落在曾在主席身边工作十三
年的老卫士李家骥身上；而采访、加工、统稿的主要责任就落在作家、编辑、毛泽东研究者杨庆旺身
上。
事情决定后，大家便开始了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有的重新修改自己原来的回忆材料，有的第一次操笔写文章，有的则请合作者帮助整理，而过世者的
材料则由在世者代劳⋯⋯    二、编写工作思路    在构思本书的框架和体例风格时，我们注意了这样几
个问题：    一是目的性。
无论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其他同志，在这方面的认识都是非常统一的。
这就是宣传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为党和人民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以便
对后人，尤其对各级领导者和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
这些老同志没有一个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突出自己，不能借主席⋯⋯”这种思想和做法是十
分可贵的。
    二是系统性。
原来，我们考虑到可否搞一部中央警卫部队的发展史话，认真思考后又觉得由我们办这项工作似乎不
合适，条件也不完全具备。
但又不是“无序”、“无规律”的个人回忆资料的“堆砌”。
就编排顺序而言，大体上以时间先后为序。
    这里也有个矛盾：有的同志在主席身边工作时间长，回忆的内容涉及到几个时期，给他放在哪个时
期呢？
如罗瑞卿、杨成武、汪东兴、张耀祠等，我们只好根据他回忆的情况和本书总体内容安排放在后边。
    总之，这里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也没有标明某个历史时期收谁，只是客观地存在一个前后顺序。
    三是代表性。
何时给毛泽东配警卫人员？
叫什么名字？
什么样的机构建制？
尚没有权威性的资料，我们也不想在这里进行专门考证。
有一点可以肯定：警卫人员虽然不同时期数量不一样，机构建制也不断变化，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起毛泽东身边就有这方面的人员。
他们虽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间长短不一，能力大小也不一样，但都受到毛泽东良好的影响、帮助和
指导，并为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和生活做出积极贡献。
    但由于时间久远，有不少同志已不在世了，所以本书只能收入部分同志的材料。
就我们主观愿望而言，是尽量收入那些有代表性的。
当然这仅仅是愿望，实际工作起来，不可能绝对地做到，大体能做到，我们也就满足了。
    这里说的代表性，除了人物要有选择，对每个人提供的资料也有所选择。
要选用有“代表性”的。
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们的经历——所见所闻的事是很多的。
我们这里侧重介绍主席与这些警卫、卫士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情况，特别是那些能直接
反映主席与他们的“关系”的情况。
    就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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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一样，是由一个优秀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一个革命领袖的。
他的安全保卫工作是根据他在革命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实际需要而安排的。
在上井冈山搞武装斗争之前，虽然毛主席身边有保姆，有机要交通，甚至勤务人员(他们常常一人兼多
职)，但没有专门警卫人员(警卫员或卫士)。
    1927年秋，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在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他开始领导军队工作。
一般地说，军队中相当一级首长和机关都设有专门的负责警卫的部门、部队、人员。
根据陈昌奉、吴吉清同志回忆，何振云在秋收起义时就开始给毛泽东当警卫员(那时叫勤务员)，后来
当了警卫连长。
还有一位叫么六的年轻人，在上井冈山前后就在毛泽东身边当勤务员，他的准确名字没有记载。
当时毛泽东有几名警卫员，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
    可以肯定地说，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共前委书记、红四军最高领导者，身边的警卫人员决
不会只有一二个人，设有一个警卫班或警卫排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连同警卫其他首长(如朱德等)及机关设一个警卫连是比较正常的。
    从吴吉清、陈昌奉的回忆录中可知，1930年前后苏区中央局、前委、一方面军都设有专门的保卫部
门。
部队是警卫连或特务营，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一个班。
这时期负责毛泽东等领导生活安全工作的机构，还有一个副官处，相当于行政总务部门。
刘振亭曾任副处长(有的同志还称他为办公厅厅长)。
这个同志在长征路上因反对张国焘被杀害了。
副官处到陕北初期还存在。
毕占云曾任特务营长。
    长征前夕，胡长保(有人写作胡昌保)由军委通信排调任毛主席警卫班的班长，警卫人员还有吴吉清
、陈昌奉、吴光荣、丁良祥、戴田福、小曾等。
钟福昌是卫生员，毛泽东没同意给自己配保健医。
长征途中胡长保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而牺牲。
    这一时期，我们较多地介绍了两位为保卫毛主席而牺牲的警卫战士和吴吉清、陈昌奉，这四个人是
有代表性的。
另外，张耀祠也在1930年就在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虽不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他的回忆材料中，也有
一部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
    毛主席到陕北后，负责毛主席等领导和中央机关安全保卫的除身边警卫班，上边仍有保卫局机关及
保卫队、教导大队，再往后则扩建为中央警备团(后改为中央警卫团)。
这个团从组建到新中国成立，先后由吴烈、黄古文、刘辉山(有人写作刘惠山)等人任团长。
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到陕北后有所调换：吴吉清、陈昌奉等老同志先后调到其他岗位上，而贺清华、
王笃恭、孙振法、陈龙、李长陪、张思德、齐吉树、秦昌怀等陆续调到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
这些同志在主席身边时间也长短不一。
贺清华时间最长，王笃恭等则只有两三年。
这个时期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贺清华、王笃恭、齐吉树、魏文建、吴烈、黄古文(后改名黄林)等人的材
料中得到回答。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其间毛主席于1947年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一年时间。
1948年迁到河北西柏坡，在这里又住了一年时间。
1949年3月迁到北平(后改为北京)。
这一段时间，主席身边的卫士有马武义、李银桥等，还有齐吉树、阎长林、王振海、武象廷、孙勇、
石国瑞、李风华、邬吉成、李德华、金武森等警卫人员。
中央警卫团随毛主席行动，团长是刘辉山，其他领导有张耀祠、古远兴、高富有等，而负责这方面工
作的领导则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再下一个层次的领导是中央警卫处长汪东兴。
    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一个特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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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特别繁忙，警卫工作也很复杂艰巨。
这时，上层领导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社会部长李克农，再下一个层次的领导是警卫处长汪东兴，副处
长王敬先、李福坤，纠察队司令张明河等。
毛主席的警卫排实际上小于排大于班(抗战期间毛主席警卫班扩大为警卫排，阎长林为排长)，其中李
银桥、马武义是骨干卫士。
李家骥、赵鹤桐在：1949年3月正式调任主席的卫士。
警卫班增加了一些新同志，如马尚志、郭福其、段永昌、陈连锁等。
后来警卫班撤销成立内卫班，归一中队韩庆余队长领导，有陈长江、曾文、张木奇等。
当初只留四五人设警卫组。
孙勇任副卫士长。
这时起，人们习惯称主席警卫班、排、队为“一组”。
一中队开始有几十人，后增加到一百多人。
    50年代，主席身边警卫人员变动较大。
1951年阎长林调任五大书记的警卫秘书。
田云玉、李连成、封耀松、张仙鹏、张保金等陆续来到主席身边当卫士。
到1958年以后，尤其是1961年至1962年，主席提出减少身边工作人员、警卫组解散归属警卫局，卫士
人员大为减少，他们陆续离开中南海。
有的同志在主席身边时间较短，而李银桥、马武义、李家骥、张仙鹏、孙勇等都在主席身边工作十年
以上，田云玉、李连成、封耀松等也都工作八年以上。
    “文革”前十七年，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上层负责人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一个层次是中央警
卫局长汪东兴、八三四一部队团长张耀祠等。
    “文革”期间，又有其特殊情况。
据有的同志回忆，1962年毛主席曾说以后不再设卫士长了。
暂且不说谁是最后一个卫士长，此后确没有这个职位了，但警卫、卫士还是有的。
指定负责随身警卫的是王敬先副局长，孙勇、沈同副处长及王阴清等，不过卫士也少了，而且卫士也
不像过去那样职能专一。
周福明就是一个例子。
这大概与毛主席晚年外巡减少有关系。
当然警卫部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了。
    这时期负责主席安全保卫的领导：汪东兴、王敬先、张耀祠没变。
1959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改任总参谋长，谢富治任公安部长，他当然对毛主席安全负责。
“文革”期间，代总长杨成武在毛主席心目中有特殊地位，随主席身边，他对主席安全负有特殊责任
。
不过，1968年他又被打倒了。
八三四一部队在汪东兴和张耀祠领导下，对保卫主席安全发挥了极重要作用，无论是平时保卫还是外
巡，还是在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中，他们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罗瑞卿、杨成武、汪东兴、张耀祠、陈长江、周福明等人的回忆材料看
到。
    总之，我们认为本书选入的这些同志确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些同志当时或任勤务员，或任警卫员，或任卫士，或任警卫部队的组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团长，乃至更高职务。
不同时期职务称呼不同，不同时期职务高低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一个系统，即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
其更好地工作生活服务。
我们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职务名称，如警卫员、勤务员来称呼他们。
经过再三思考采取了含义更宽的，更能为他们所接受的称呼——“卫士”。
    四是严肃性。
本书涉及党的领袖人物，涉及到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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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严肃认真，注意维护领袖形象、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
介绍、评价必须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
    五是可读性。
本书就文体而言，属于回忆录和纪实性的著作。
这就要求时间、地点、人物和基本情节必须真实，不得虚构。
但与历史教科书又不一样，在写法上应讲究技巧，可以适当采取形容、描写等手法，语言优美，即带
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内容取材也应考虑其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1.体例风格。
如上所述，本书属于回忆录、纪实性的著作。
因此，这二十多个部分文章都应遵循这种体裁的要求，即体例风格大体上应一致。
但这些文章毕竟不是出自一位作家的手笔，因此，具体的写法、语言等不可能完全一样。
还应指出，有一部分文章确系回忆者本人亲自动手写的，这与专门作家写出的文章，在写作水平上也
不可能一样。
我们只求体例风格上的大体一致。
    2.编写分工。
这是一项集体合作性工程。
各部分文章多数是这些老警卫、老卫士提供的，少部分由战友帮助或由我们组织人员采访写出的。
前者都由他们亲自“把关”(主要指内容的关)，后者则由我们帮助把关了。
李家骥、杨庆旺从主编的角度，除进行组织联系工作外，还对全部书稿进行修改(包括内容的增删)、
编辑加工，调查核实，进行再创作。
工作中我们还参考使用了很多已行世的著作，以补充完善本书之不足。
    3.部分内容的交叉。
在组织编写中，我们总体上是有设计的，甚至对每个人侧重写哪些内容都有具体安排和要求，以防止
内容重复，但有些问题还不得不重复。
因为同一件事，几个同志都经历了，而且是从不同角度回忆的，这样可使问题说得更全面、更透彻。
如遵义会议、毛主席初次访苏、第一次游泳、“九·一三”事件、粉碎“四人帮”等，不是一人谈到
，但说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均予保留。
    李家骥  杨庆旺    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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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与卫士》是一部系统反映毛主席与卫士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书。
选入的同志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些同志当时或任勤务员，或任警卫员，或任卫士，或任警卫部队的组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团长，乃至更高职务。
不同时期职务称呼不同，不同时期职务高低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一个系统，即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
其更好地工作生活服务。

    《毛泽东与卫士》由李家骥、杨庆旺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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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齐吉树  一、领袖与战士的情结  二、视察南泥湾  三、深入虎穴第七篇  骑兵卫士——
毛泽东与武象廷  一、初到延安  二、马背生活  三、告别陕北  四、白菜与白杨树  五、同吃一锅鱼  六
、香山散步  七、主席真生气了  八、改任生活管理员第八篇  “天下第二班”班长——毛主席与王笃恭
 一、由骑兵接送的吉普车  二、抽烟、骂人、镇压反革命  三、“领班同志，请你陪我们走走”第九篇 
便衣队长和执金吾——毛泽东与高富有、张明河  一、接受新任务  二、让毛主席顺利进北平  三、看不
住的领袖们第十篇  连长、排长、卫士长——毛泽东与阎长林  一、没有想到的生活转折  二、接见美国
记者  三、撤离延安  四、背着七个旅的敌人  五、东渡黄河  六、去城南庄  七、西柏坡的住处  八、离
开主席身边第十一篇  “我死后，你要⋯⋯”——毛泽东与李银桥  一、“我就要他”  二、“当初结婚
没搞好”  三、成人之美  四、主席劝架  五、第六位老师  六、主席赌气  七、挥泪相别第十二篇  唱书
与撕书——毛泽东与马武义  一、主席为他脱鞋  二、木棍与竹棍  三、“今后不许再喝酒”  四、小菜
碟与旧毛裤  五、“别把它弄死了”  六、唱书和撕书  七、游泳中的优势和劣势  八、“你来住吧，我
们走”  九、兔子肉与糠窝头  十、为主席探水情第十三篇  “你要夹着尾巴做人”——毛泽东与李家骥
 一、“你是李家的一匹好马”  二、第一次误会和第一次被批评  三、渡江战役与太原战役  四、开国
大典那一天  五、两次深夜谈心  六、给毛主席祝寿  七、首长和夫人都喜欢  八、主席教他搞调查  九、
离别与怀念第十四篇  “如果重新选择，我还当⋯⋯”——毛泽东与张木奇  一、16岁来到主席身边  二
、内卫班生活  三、大家庭  四、生活中的毛主席第十五篇  领袖为他找对象——毛泽东与封耀松  一、
初到主席身边  二、换茶、暖脚、吃饭、散步  三、打小球、搬沙发、学游泳、“取桃子”  四、烤芋头
 五、穿袜子、竹筷子与改作业  六、毛主席帮他找对象  七、“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第十六篇  主
席为他主婚——毛泽东与沈同  一、教警卫战士搞社会调查  二、“我做主婚人”  三、保守机密与“争
取主动”  四、学会“组织群众的艺术”  五、与主席讨论“规律”  六、对休息与锻炼的特殊理解  七
、畅游长江  八、跃上葱茏四百旋  九、七十生日这一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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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9年底，朱毛领导的红军来到了吴吉清的家乡江西会昌县。
这在一个落后的农村是件大事，而对这里的穷苦农民来说则是一个福音。
他们把红军看做自己的队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30年初，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吴吉清参加了自己的队伍。
    参军的第二天早晨，警卫连长贺庆元把他带到前敌委员会驻地。
前委古柏秘书长对他说：“组织上分配你到警卫连做保卫工作，给毛委员当警卫员，行吗？
”吴吉清一听是叫他去给毛委员当警卫员，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马上响亮地回答：“行！
”    当天上午，贺庆元给吴吉清发了枪。
正当他教吴吉清了解枪的性能以及怎样使用和爱护时，从上房走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神采奕奕的中年
人。
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很尊敬地望着他。
在吴吉清身边的老同志轻声地告诉他：“这就是毛委员！
”吴吉清一听，心里非常激动，正想走前几步，仔细地看看他，毛委员却已经朝他们走过来了。
    毛委员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一套旧灰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布草鞋，与同志们亲热地打过招呼后
，问吴吉清：“你就是新来的小鬼吗？
”    吴吉清回答：“是。
”    毛委员又问：“叫什么名字呀？
”    “吴接传。
”    吴吉清因说一口赣南土话，毛委员听不太懂，便微笑着用右手在左手心上比画着问：“你知道是
哪几个字吗？
”吴吉清从来没念过书，哪能知道是哪几个字呢，便回答：“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哪几
个字，就知道叫吴接传。
”    毛委员听了，便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笔和一个小本子，翻开后面的空页，和蔼地说，“我看你的名
字很好听，可总要写成几个字吧，吴——吉——清。
”毛委员一字一板地说，并在那张空页上写下了“吴吉清”三个字，随后撕下来交给吴吉清，又说：
“这三个字，不一定是你原来的那三个字的意思。
现在你参加红军了，改个新名字也好嘛！
你说呢？
”    吴吉清高兴地接过纸条说：“好！
好！
”    1930年5月，吴吉清跟随毛委员从寻乌出发，先后经过福建的武平、河田，而后到汀州(今长汀)。
毛委员每到一处，都要做大量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因而使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
固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
那时，赣南的游击队、赤卫队发展成为红军第三军，闽西的游击队、赤卫队发展成为红军第十二军。
在汀州，主席住了近一个月，红军进行了整编，由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四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
红一军团在毛委员的亲自率领下，经瑞金、兴国、吉水、永丰、新余，在樟树打了个胜仗。
    当时的立三路线提出“打到南昌、九江去！
会师武汉！
”而毛委员不主张打大城市。
因此，绕开南昌，从樟树渡赣江，经过高安，到了南昌西山附近的万寿宫。
因立三路线的领导者指示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孤军攻打长沙。
为了接应红三军团，毛委员带领红～军团也向长沙挺进。
    敌人戴斗垣独立旅妄图阻挡红一军团前进，血洗浏阳、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广大苏区，杀气腾腾
地开进了湖南文家市。
为了打击敌人，使广大苏区免遭敌人的蹂躏和破坏，毛委员率领红一军团星夜兼程，经奉新、高安、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与卫士>>

上高，在万载住一晚，于半夜一点多钟出发，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来到了黄茅。
    黄茅是江西万载县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村。
毛委员来到后，住在小河边的老表家里。
他一进屋，就立即部署了消灭文家市敌人的战斗。
吴吉清在外面给毛委员站岗，只见通讯员进进出出十分忙碌。
    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毛委员带领他们到了慈化，毛委员住在山坳中的一个老表家里。
吴吉清把行李等东西搬进屋，便先把地图挂在墙上。
毛委员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但他不顾疲劳，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放，解开上衣钮扣，便走到地图前，用
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起来。
这时，吴吉清迅速地把文件箱里的文件、笔墨等取出来摆在桌子上，然后铺好床，便去伙房看看饭菜
做得怎么样了。
    吴吉清看饭还得一阵子才好，便跑到镇里唯一的一条街上去看看。
只见慈化老表穿来穿去地忙着，他们给红军送来刚刚赶制好的军装，镇苏维埃组织的运输队、洗衣队
、担架队更是忙个不停。
红军战士行军到后，顾不得休息，就帮助老表们砻稻谷、担水、扫院子⋯⋯    吴吉清每走一处，都能
看到这军民互爱互助的动人情景。
他深深感到，这是根据地军民在毛委员和党的领导下，在创建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
命凝成的阶级情谊啊！
    当吴吉清回到伙房时，饭已经做好了。
万载“贡米”做出的饭，真是名不虚传，又白又香，再加上一盘猪肉炒青菜，更是好上加好了。
吴吉清急忙端起饭菜送到毛委员的住房去。
    毛委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办公，吴吉清把饭菜端进去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正准备往外走，只听毛
委员叫道：“吴吉清。
”    “到！
”吴吉清急忙回转身来，看着毛委员，等待着命令。
毛委员见吴吉清流露出有些紧张的神情，他微笑了。
    “到慈化后，你看到老苏区人民是怎样支援革命战争的吗？
”毛委员笑着问吴吉清。
    “看到了。
”吴吉清也笑着回答毛委员的提问，并把自己刚才见到的一切，向毛委员作了汇报。
    毛委员听了高兴地说：“谈得很好，比刚参加革命时，你有了进步。
今后更应好好学习，从革命中学习革命，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进步得更快。
”    “是！
”吴吉清回答。
为了让毛委员吃好饭，吴吉清便走出了他的住房，向警卫连走去。
一路上，毛委员语重心长的教导，总在他耳边回响，温暖着他的心。
    半夜，连长来查哨，告诉吴吉清一会儿就要出发打文家市了，要他先去帮毛委员收拾一下。
听后，吴吉清赶忙向毛委员的住房走去。
    刚进门，他一眼便看见给毛委员打的晚饭，还原封不动地放着。
吴吉清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便说：“毛委员，人是铁，饭是钢，您工作再忙，也得吃饭呀！
”    毛委员笑着说：“今天晚上，正是我们和敌人争分夺秒的时候。
过一会儿，就要出发去打文家市了。
打了胜仗吃饭才更香哪！
你说呢？
”    贺庆元连长也走进来，帮着整理好东西，吴吉清便随部队出发了。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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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本书即将付梓。
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并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本书的编写及出版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领导、专家们的指导和帮助。
    二、在组稿过程中，很多老同志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一工作，有的主动帮助联系，有的提供情况，有
的不辞辛劳亲自写回忆材料，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三、每名卫士的回忆材料和主编工作中采纳了本人和他人已公开发表过的成果。
特作说明并表示谢意。
    总之，本书凝聚了众多部门和同志的心血，这里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因本书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多，而且政治政策性强，加上我们能力水平有
限，肯定有不足之处，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李家骥  杨庆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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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一样，是由一个优秀的革命党，逐渐成为一个革命领袖的。
他的安全保卫工作是根据他在革命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实际需要而安排的。
在上井冈山搞武装斗争之前，虽然毛主席身边有保姆，有机要交通，甚至勤务人员，但没有专门警卫
人员。
    李家骥、杨庆旺编写的这本《毛泽东与卫士》是唯一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央警卫部队发展史的专著，
以及讲述当年在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的故事，是一部回忆录和纪实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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