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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本关于伟人的回忆性、纪念性图书相继出版，借伟人子女、亲人之口，讲述
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真情故事，为我们揭开伟人情感世界中不平凡的一面。
本书中不但讲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生活经历，同时也讲述了毛泽东是如何教育子女的，读来情
真意切，生动感人 。
 　　毛泽东一生10个孩子，如今健在的，只剩下与杨开慧生的二儿子毛岸青、与贺子珍生的三女儿李
敏、与江青生的女儿李讷。
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出生时身体很小，邓颖超便叫她“娇娇”。
贺娇娇在延安保育院度过婴儿期，4岁被送往苏联，因此对父亲十分陌生。
而《我的父亲毛泽东》这本书通过借她的口，为大家展示一个公众场合以外的毛泽东，首度披露不为
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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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5  爸爸的简朴生活。
  Part 6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
  Part 7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
第九章  Part 1  我参军当上了参谋。
  Part 2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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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  爸爸的生日清冷寂寞。
  Part 3  爸爸与江青之间。
  Part 4  爸爸悲凉地说：娇娃，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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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Part.1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这个名字是后起的，我的小名叫娇娇，大名曾叫毛娇娇、贺娇娇。
在说我父亲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
我是1936年年底在陕北志丹县出生的。
关于我的生日，有许多种说法。
有人说，我是1936年8月（农历）出生的；有人说，我是1936年的冬季出生的；我爸爸说我是1937年初
出生的，妈妈也这样说。
其实，生日对我这个普通百姓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日子。
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
反正我该来的那天，也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行了。
虽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但是，在我出生的年代里，爸爸、妈妈正为自己的
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孩子带来的欢乐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受，更何况，我和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孩子一
样，出生了，不过是一个小生命，生日，并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女儿来说，更不重要。
因为，对于爸爸来说，他期待的是一个民族新生的日子。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跋山涉水，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秋，毛泽东一我的爸爸，率红军东征后，来到妈妈已先到达的保安县。
保安县，是个小县城，全城人口还不足四百。
这儿人口不多，房屋也就不多，再加上黄土地的贫瘠，想找孔好的窑洞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孔破烂不堪的窑洞里，窑洞光破还不说，里边黑
洞洞的，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滴水，里面格外潮湿。
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很幸运，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了我。
我该称她为同妈妈或刘妈妈。
 当年，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妈妈的身边，精心地照料、护理着妈妈，用她那细致、娴熟的动作，以一
颗慈母般的爱心，将我这瘦小的身躯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她的双手上托着的小身躯里发出来的。
她为我洗干净身子，包裹好，又重新双手托着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长相。
大概她是想判定一下，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
看了一会儿，她笑吟吟地把我放在了妈妈的身边。
后来，刘妈妈谈起当年时，她这样说：1936年5月5日，东征胜利回师后，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
保安县。
毛主席住在城内炮楼山下的窑洞里。
我们住在离他不远的北山坡上。
那年，冬季的一天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快！
快！
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
”我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
老远，我就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
毛主席见我来了，说：“刘嫂子，快来呀！
”我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
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梁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
我很生气地埋怨他们：怎么能挑选这地方生娃呀！
毛主席说：“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主席焦虑地问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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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让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
不一会儿，娃娃生下来了。
这时，医生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将子珍抬回窑洞。
我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裹起来抱进石窑洞安顿好，就跑向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
的鸡蛋。
刘志丹的牺牲，使我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我的记忆。
我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
当我推开毛主席的房门时，见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端着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她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娇娇生在苦难的岁月，生下来时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开看人，真叫人心痛。
后来，她到了保育院。
再后来听说她到苏联找妈妈去了。
解放初，她回国以后，有一年在上海我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叫我“刘妈妈”，后来还托人给我捎来
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
”再后来，她改名叫李敏了。
　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
　 再大些时，我知道了，同桂荣妈妈为我接生时，刘志丹刚刚牺牲半年。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年初，中央派刘志丹带领红军打过黄河，进入山西战。
刘志丹作战英勇，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牺牲了。
我出生的保安也是他的家乡，为纪念他，改成现在的志丹县。
听大人们讲：我出生时，爸爸和妈妈的老战友，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都闻讯来庆贺。
爸爸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坐。
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
顺利不顺利？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
”爸爸风趣地说。
后来。
听人们讲起来，我觉得爸爸挺有意思。
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爸爸说“生了个大鸡蛋”。
他是指我身子瘦小而言呢？
还是指我是个女孩呢？
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据说，当时邓颖超妈妈抱起我来，看看我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
，一个小娇娇。
？
爸爸听了这句话，便说：“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我毛娇娇，有人叫我贺娇娇。
其实不管叫什么，我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的到来，为爸爸妈妈的生活增添了喜悦与欢乐。
这一年，我爸爸43岁。
尽管他早已是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爸爸了，但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孩子们的下落都不清楚。
杨开慧妈妈生的岸英、岸青、岸龙，自从杨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
爸爸和妈妈在苏区生了哥哥小毛，一直托给叔叔、婶婶——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
此外，妈妈还生过两个女儿，因为在转战或长征途中无法抚养，都送人了。
这些孩子的下落都不清楚。
所以43岁的爸爸身边，倒是只有我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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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亲眼目睹了我的诞生，亲耳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
婴儿的第一声哭是宣言书，她向世界宣告：我来了！
婴儿的第一声哭，又是进军号，她向人们宣告：我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来了！
婴儿的第一声哭，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像是唱出的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叫人们百听不厌
。
这乐曲在父母的耳边萦绕，是使父母终生难忘的欢乐乐章。
爸爸双手抱起我，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
他看看疲惫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像，像！
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爸爸抱着我，我贴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
他的博爱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离开母体的孤独感没有了，我吮动着小嘴巴，眼睛连睁都不睁
地熟睡在他的怀抱里。
此时的爸爸在想什么？
我当然不知道。
妈妈的心里明白，我这小小的生命，从孕育的那天起，就跟着妈妈同患难、共甘苦，就跟着妈妈一路
风尘，来到陕北。
我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世上，见到父母，享受到父母的亲情之爱，已实属不易。
比起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
更何况我是生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呢！
可是，我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样，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或
学习。
听说，我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托给奶妈喂养。
妈妈到抗大学习去了，只有星期六放假才能回家，一周也只能见我一面。
到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妈妈又到苏联治病去了。
细算算，我在妈妈身边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妈妈是个什么样子？
我没有一点印象。
爸爸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哪能担当起当妈妈的责任呢？
他照顾不了我，就又把我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
虽然我享受到了陕北农家孩子同样的生活，但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的关怀和爱护
。
在这家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了。
别的人也说不准确又是什么时候把我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家里抚养，在那里又待了
多长时间，我更搞不清。
但是，有些老人又叫我是合作社的娃娃。
再后来，我就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去了。
我好像听人说，在延安时，妈妈的战友、长征过来的四川人张秀英是我的阿姨。
把我托给她时，我已经是一岁多了。
等我到保育院时，张秀英阿姨也在保育院当保育员。
我俩算是“老熟人”了。
一直到1941年，我都生活在这里。
爸爸住在杨家岭、枣园多久，我都记不得。
他到保育院来过没有，我也记不得。
我是否回过家，当然，我还是记不得。
Part.2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我对爸爸的记忆，实在淡极了，能记得的是1941年，爸爸送我去苏联，可这个印象仍然是极模糊的。
1941年，在爸爸的亲自安排下，我和朱德爹爹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和王一飞烈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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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王继飞四个孩子一起，搭乘一架苏联的轰炸机，转道甘肃、新疆到苏联，他们是去学习，我是去
找妈妈。
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满天黄。
”那时，正是冬季，那狂风，那寒冷，那细沙碎石被风卷起来，再甩到人们的脸上、额上、鼻尖子上
，甭说小孩会觉得如刀割一般痛，就连大人也常皱眉头，无法忍受。
这狂虐的西北风，吹得人浑身都泛起鸡皮疙瘩，那真让人难受。
一路上，我看到的除了山就是道路两旁枯黄的野草在风中摇动。
风吹着黄土、细沙满天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路上连个来往的行人都没有。
当车子过了桥儿沟再往东驶，老远老远就看见机场里升起的一股股的浓烟。
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机场里支了个老大老大的锅，在为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烧水、上水。
我们看见几个人正忙活着，做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
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
那西北风呼地一阵，一股寒冷袭来。
尽管天地如此寒冷，但当我们看见这个庞然大物时，竞忘记了寒冷，也顾不得将要与爸爸离别的悲伤
。
我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
我也一味地跟在大哥大姐的后面，像模像样地学着他们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
我们都开心地笑着。
大人们帮我们把行李放好后，我们光顾着高兴、好玩，还没有发现他们已悄悄离去，飞机舱门也不知
什么时候关上了。
只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我们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这才发现，朱德爹爹、康妈妈都没有在
我们身边。
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爸爸呢？
他在哪儿呢？
我左看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
我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大姐姐的身旁。
这些天来，我患感冒，又拉肚子。
这时候，我的肚子又痛了起来，又要拉肚子。
朱敏真不愧是大姐姐，看到我肚子痛得直哭，就赶紧帮助我，找到破纸铺在地上，还不停安慰我。
其他两个男孩子也一起过来帮忙。
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总算帮我收拾干净了。
我的肚子不痛了，就又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坐在这颠颠簸簸的飞机上，两只手不时捂着肚子。
我感到头痛，便蜷曲在飞机舱的角落躺下，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是想远在苏联的妈妈吗？
我记不起妈妈的样子，当然也就想不出来。
是因为远离我的爸爸吗？
爸爸留给我的是高大的身影，温暖的胸怀，笑眯眯的脸庞，是我的小手在爸爸那温厚的大手里转来翻
去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爸爸毛泽东留给我3岁时的记忆。
就是这点记忆，又随着日后的漫长岁月而渐渐淡了，浅了，消失了，忘却了。
飞机把我带走了。
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离我的爸爸。
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
有黄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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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窑洞吗？
有我熟悉的阿姨和小朋友吗？
我还能再坐到爸爸的怀抱里吗7他那温厚的大手还会再牵着我的手吗？
我能再见到那么高那么高的爸爸吗？
爸爸说是让我找妈妈去，妈妈又是个什么样子？
我的小脑袋里就这样忽而东忽而西地胡乱想着，胡乱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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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9年，建国50周年之际，我在朋友的协助下，完成了《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本书并加以修订。
当我再次翻看这本书，与父亲相处的日日夜夜如潮水般袭来，他的每一句叮咛又在耳旁响起。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因为他为民族独立富强事业所做的一切：相信父亲也为女儿感到欣慰，因
为我以平常的心过着平凡人的生活，这是父亲生前一直所希望的。
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与广大民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家私。
作为他的女儿，我所知所写的父亲也将和那个时代一样，永远留存在人们的怀念中。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毛泽东>>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你们要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
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你们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我作为国家的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向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希望在全
党、全国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风尚。
我如果这样要求别人，是不是就应该首先从自己家里人要求起?否则我再说什么也没有力量。
　　——周恩来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
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
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刘少奇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时代。
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自食其力。
　　——朱德我作为他的女儿，今天是普通百姓中的一个。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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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毛泽东》：菊香书屋亲情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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