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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内容包括，到西柏坡，第一篇建国前后，第二篇首次访苏，第三篇有意义
的七天休假，第四篇从韶山到庐山第五篇衣食住行和习惯性格，第六篇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和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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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到西柏坡 1.当听说要调我到西柏坡时，我哭了鼻子 2.炝锅面的香味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见了毛主席还不知是毛主席 3.在一次舞会上，我看到了很多中央首长，却未看够毛主席；因抢着和中
央首长握手而被批评一顿 第一篇建国前后 4.从西柏坡到北平，临行前毛主席诙谐地说，今天是进京赶
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5.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的第一天，他说我是一匹好马
；第一次和江青接触，给我的印象并不坏 6.鲜为人知的“香山事件”，在领袖身边也有硝烟 7.接见傅
作义，当场许诺；客人走后，周副主席教我礼仪 8.毛主席习惯打手势，我因不懂他的手势，造成一个
大误会 9.第一次受到毛主席批评，使我至今不能忘记 10.“千万小心，不能把‘文物’碰坏了。
”毛主席这样告诫我们 11.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三天只睡两个小时，吃了三次饭。
卫士心痛地说：主席太累了 12.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毛泽东一拍桌子说：好，我看蒋介石还有多大本
事。
然后他手舞足蹈，高兴地告诉我们这一消息 13.毛主席非常关心太原和山西。
解放太原时，他和我这个“小老西”两次谈论山西 14.“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
到中南海，非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呢？
” 15.新中国第一次国宴，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连连干杯 16.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和平常一样，睡眠
很少，匆匆进餐。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政府领导宣誓就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7.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
，毛主席格外兴奋，面对几十万群众发自内心的欢呼赞颂，他频频招手，高呼“人民万岁” 18.开国大
典之夜，主席久久不能入睡，他思虑重重，两眼发直，含有泪水 19.刚刚建国，又起战火。
出兵朝鲜，毛主席艰难的决策 20.又是一次疲劳战，面对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他火了 21.抗美援朝战争
中，毛主席是在北京指挥的最高统帅，同时又贡献出了一个儿子 22.毛泽东对江青说：今后这么大规模
的土改运动不会有了，你应下去锻炼一下。
江青听后非常高兴 第二篇首次访苏 23.周密准备。
江青积极参与。
因此引起毛主席的反感 24.在敌人的阴谋面前毛主席谈笑风生；我们的火车暖气管被冻，公安部长和铁
道部长急得团团转 25.中苏边界线，毛主席一步过境；在苏联专列上对饮食问题发表宏论 26.在苏联的
专列上，毛泽东头晕病复发，大家顿时慌了手脚 27.苏联人精心安排，让毛泽东12点整到达莫斯科，并
在斯大林的别墅下榻；毛泽东非要硬板床，令苏联人大为不解 28.斯大林热情却不冒失；毛泽东幽默又
含而不露。
双方都要“面子”，访问工作出现“僵局” 29.毛主席大发脾气，使苏联人更加糊涂；他一个答记者问
，又使死棋变活 30.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 31.在斯大林的祝
寿会上，毛泽东感情真实，高呼万岁；斯大林格外高兴，不断鼓掌 32.瞻仰列宁遗容，毛泽东十分恭敬
，而后又说保存遗体没必要。
参观地铁因戒严，他中途而退 33.毛主席打算从海参崴到波罗的海，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把苏
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 34.毛主席一再强调：我们确实是个穷国，基础太弱，经验太少，要多看多学 35.
广交朋友，增加友谊，多做工作 36.毛主席气愤地说：要记住，中国人民永远不可辱 37.既有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
谈判、签约，不卑不亢 38.在苏联过生日和元旦、春节，和苏联工作人员的亲密感情 39.离开莫斯科和
归国途中，苏方热情的欢送。
到贝加尔湖的不愉快 40.“小小恶作剧”，也谈“不吃死鱼吃活鱼”的故事 41.参观哈尔滨车辆厂：不
懂就要学。
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学 42.毛主席挥笔题词，并说：能把这些做到就很好了嘛 43.毛主席严肃批评：
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第三篇有意义的七天休假 44.突然通知有行动，又不知去向，工作人员
手忙脚乱 45.探讨山东和济南的来源，看趵突泉 46.车上回顾济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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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
”突然提出去泺口，视察黄河自此开始 47.到山东不看孔庙不好，再次拜访孔夫子 48.开往徐州的专列
上，与许世友再论淮海战役：六十万对八十万难下决心啊 49.云龙山上谈古论今，俯视黄河古道，赞叹
徐州文化 50.九里山上慷慨激昂，大谈楚汉相争，细论历史成败 51.东坝头访农家苦与乐，看黄河决口
处 52.柳园口悬河是一大奇景，开封城铁塔龙亭引起的议论 53.邙山顶上论古，黄河桥上谈桥 54.胜利渠
上赞扬人民胜利，“小黄河”畔进行调查研究 55.过汤阴突然提出要看岳庙，火车站上被群众认出，毛
泽东也没办法，只好悻悻而去 56.殷墟考古，他想起了纣王和曹操；袁林论袁，笑谈袁世凯的教训 ⋯
⋯ 第四篇从韶山到庐山 第五篇衣食住行和习惯性格 第六篇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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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曾和同志们多次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做，也曾经听毛主席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这和组织纪律性、保密分不开，应当告诉谁就告诉谁，不应该知道的就不能让知道，这是组织原则。
 在日常工作中，他的办公室虽然平时不锁，但并不是谁都可以进。
中央领导中，除周恩来总理可以直接进，其余的都要先与值班室打招呼，经同意后再去，连江青及子
女也是这样。
他桌子上的文件及书报等物品，不经他的同意，谁也不能动。
有时卫士打扫卫生或整理物品，也只能擦擦桌子再放回原处，不能看，不能翻。
 记得主席专门和我们讲过一次保密的重要性。
他说，保密是大问题，战争年代我们因失密而吃过亏，甚至掉过脑袋。
万万不能粗心大意。
他亲自为我们规定的外出守则，第一条就是保密，不该说的决不能乱说。
 对此，我们老同志都有深刻理解和体会。
如1949年5月19日，江青突然不见了，三个工作人员也不见了。
一般卫士都不知道。
根据分工我当时是侧重照顾江青的卫士。
江青这次外出，是我与李银桥帮她整理的东西，只知道去大连治病。
但我和银桥不能讲，别人也不便问。
到大连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金武森等四人陪去大连。
1995年我见到金武森，他才告诉我，到大连后，马上又送江青乘飞机到苏联了。
这些情况，当时能说吗？
那是纪律！
对此，我是理解的。
以我自己为例也是这样。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十几年，但我的亲戚朋友，甚至我爱人都不知道我是主席的卫士，最多知道在中央
机关做警卫工作。
 当时我们有几个新同志，由于经验少，急得满头大汗，却不知准备什么。
有人连着问李银桥：卫士长我们都带啥？
李银桥那天不知心情不好，还是别的原因，不耐烦地说：“该带啥就带啥，老问个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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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的写作结束之时，作为执笔作者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在我搁笔之前，有必要交待一下有关情况。
    一、本书的写作目的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虽然他在晚年犯了“左”的错误，使党和人民受到极大的损失，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代伟人，一个伟
大的历史人物。
所以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他。
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但“毛泽东热”之势却有增无减。
换言之，毛泽东仍然在人们心中，仍在我们当中发挥作用。
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责任。
我们写这本书旨在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反映生活中的毛主席高尚的品质和情操，使人们进一步了解毛
泽东这个伟大人物，并从他身上学习那些值得光大的品质，并运用到我们工作学习中去，进一步推进
当前的改革开放。
    二、本书写作的过程    对李家骥的情况，读者看完这本书就可以大体上了解。
有一点读者是不知道的，在我们合作之前，虽然他在报纸或电台配合形势发表过文章，但搞一个像样
的回忆录，从没有这种想法。
    后来，李家骥同志思想有点变化，想搞点回忆录性质的东西。
这大概与离休在家更加思念老人家有关。
我作为执笔作者，多年从事宣传理论和党务工作，虽然发表过一些文章，出版过多部著作，却没有专
门写过这类书。
大概受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治教育太深的关系，我过去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曾做过多年的研究
，早就准备写点东西了。
一天，在街上遇到我原来工作过的哈尔滨市国家机关工委的书记李彬同志，谈了写书之事，谈了李家
骥的情况，经过几次磋商，最后确定下来，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书。
同时我们谈定，这是一项合作性的工作，由李家骥同志回忆，我记录、整理、加工并加入我多年来研
究的诸多有关内容。
同时，他还提供有关资料，如照片等。
我负责成书并联系出版等事宜。
本书著作权为两人共有。
这就是我们搞这一选题的缘由。
这里面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
必然性是我们俩都有这方面的愿望；偶然性则是李彬书记过去和李家骥都在市委工作过，后来又成为
我的领导。
所以，我们很感激这位“红娘”。
    把这件事定下来并不算难，完成这本书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两个人利用星期日和节日休息时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热的三伏，都做到了“雷打不动”
。
每次一谈就是六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不吃饭。
我边采访边整理。
期间李家骥同志多次身体欠佳，我也遇到过家庭和工作中的困难。
每当这时候，我们就想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想到书中的毛主席和他的一贯教导，这时我们就增
加了力量和信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完成了这样一件重要的工作。
    三、本书取材    本书主要是以李家骥同志亲身经历的事为素材写成的。
书中记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
有些时间、地点都来自原始材料。
作为毛泽东的卫士，他了解的情况、特别是生活中的情况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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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把它都写出来，这是因为有的人和事公布出来，不合时宜，甚至有的要违犯纪律。
同时还有一些事有的同志谈过。
所以在取材时，我们注意了不同素材详略也不同。
凡是别人说过的或不写或少写或从另一个角度写。
如关于不吃死鱼的故事，李银桥等谈过，我们也谈了，是从作为当事人来说的，他们是从别人介绍的
角度谈的。
同时，尽量用那些“独家”资料，即谁也不知道，只有李家骥本人掌握的情况。
开国大典这天夜间的情况，只有李家骥知道。
这就使本书有自己的特色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反映的这段时间的情况，仅是毛主席一生中的一个时期、而且是一个侧面。
这些情况与其他时期的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请读者把本书与反映毛主席的其他时期，其他内容的书籍联系起来阅读，以避免片面性。
    四、关于李家骥本人的情况    在整个采访与工作中，我受到深刻教育。
其中不仅是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品德教育了我，而且李家骥本人的事迹也是非常感人的。
这位1945年参加革命，有52年革命史的老同志很多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
他与毛主席感情极深，每逢涉及到两人个人关系时，或毛主席遇到特殊情况时，都禁不住流下眼泪，
使我这个采访者跟着动感情。
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可以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怕苦、不怕累。
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确实经受住了“三关”(金钱、美女和职务)考验。
应该说从毛主席身边当卫士、警卫、秘书一下子到北大荒干一般工作，落差是非常大的，他表示决不
回去。
现在，对一般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不会有的！
所以，我原来准备写一篇关于他的情况的章文作为本书的附件，他却坚决不同意，还说：党和毛主席
给我东西太多了，我奉献太少了。
我们“要宣传主席”。
我只好等其他的机会了。
    后来，我们两人有幸再次瞻仰老人家的遗容，并在北京、天津、长沙、韶山、西安、成都、郑州、
安阳、杭州、延安、沈阳、长春等地会见主席的亲属和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看了他老人家生活和工作
的地方。
我们不但受到热情接待，还与这些老同志就一些问题共同回忆、交换看法，这无疑对本书是非常有益
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多次修改。
对此，我们是非常感谢的。
这些同志是：李德华、齐吉树、高振普、沈同、田畴、张宝金、马尚志、叶子龙、汪东兴、毛岸青、
邵华、李敏、李讷、张玉凤、郭仁、徐涛、吴旭君、朱宝贵、殷曼丽、李绍仪、李连成、田云玉、朱
德奎、于起海、王荫清、纪可夫、刘惠增、高仁山、韩福裕、余琳、李银桥、韩桂馨、梁守谦、武象
廷、高智、马武义、柴守和、赵太和、翁锡录、梁玉峰、胡敏珍等。
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领导及部分老同志曾给予具体帮助。
    在本书写作出版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研究毛泽东的李
捷同志审阅并帮助修改了全部书稿，付出很大辛苦。
中央文献出版社郭永文总编在出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这里一并表示深忱的谢意。
    最后，我还想说明，作为执笔者的我能力水平有限，其中肯定有很多不足。
李家骥同志也说过，书的事件、时间，虽然多有实记，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
特别是与有的同志谈的有矛盾的地方，都愿意再研究，再商量。
    我们诚恳地请当年在一起工作的老首长老同志和专家、读者提出意见，以便有机会再修改完善或在
下一部书中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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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旺    1997年10月17日    哈尔滨市九站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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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写作出版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同志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研究毛泽东的李捷同志审阅并帮助修改了全部书稿，付出很大辛苦。
中央文献出版社郭永文总编在出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这里一并表示深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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