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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南海——她不仅是中国政治的心脏，也是一处庄严神圣且充满神秘的地方。
因为它与昨天古老悠久的历史、与今天波澜壮阔的局势、与明天充满希望的新岸联系在一起。
因此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中南海是美丽的，是古老的，也是崭新的，这里的一草一木记载着新老主人的足迹，一砖一瓦记录
了从古至今高层人物的故事，一桌一椅记述了无数引人人胜的传说。
    因此，当镜头成为书写历史的巨笔时，按动中南海快门发出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震撼人心。
    这支“巨笔”将一个美丽神秘的中南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而手握这支“巨笔”的摄影师的心中也封存了数不清的故事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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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一段历史，两百张照片。
红镜头摄下的永恒的瞬间之外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
都没了，松松垮垮的耷拉在身上，把每个细节都勾画了出来。
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掖在口袋里，另一个盖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
敞着⋯⋯不过，在杜修贤看来，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
可信可亲。
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粗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镜头中的毛泽东>>

作者简介

顾保孜，女，1957年生，江苏兴化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正师职创作员，二炮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

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
》、《跨出中南海》、《中南海人物春秋》等纪实文学著作；并创作有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
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五个一”图书工程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首届图书奖、中国电影
“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等全国奖项。

杜修贤，192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
1940年参加革命，1944年在延安八路军电影团学习摄影，从师吴印咸先生。
曾任八路军关中前线野战军政治部摄影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组副组长。
1954年调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摄影记者。
1960年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
1971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
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0年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新华社高级记者。
1986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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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中南海高大的院墙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建筑群。
从中南海的南门，也就是新华门进人中南海，顺着南海西岸的马路行至北头，便会看到一个大院，院
门口上方的黑色大匾上，书写着乾隆皇帝的三个金色大字“丰泽园”。
 丰泽园建于清康熙年问，正门上所悬匾额“丰泽园”为乾隆手书。
门外原有稻田数亩、桑树数十株，为清王室每岁仲春亥日演耕之所。
“丰泽园”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它由许多小院落组成。
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清代曾名崇雅殿。
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澄怀堂之后为遐嘱楼。
穿过颐年堂东侧，有走廊通往东面一座四合院，就是著名的“菊香书屋”，康熙题联曰：“庭松不改
青葱色，盆菊仍霏清净香。
” 毛泽东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之前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人中南海，周恩来
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搬到西花厅。
 如果说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那么“菊香书屋”更显清幽典雅。
 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将毛泽东安排在菊香书屋居住是多么美妙，因为这和意志坚强酷爱读书的毛泽
东个性很贴近！
同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里有一个名为“不染亭”的四方亭，和她的主人个性多么相似！
有幸走进挂着“菊香书屋”匾额房子的人都知道，这里只是一个过厅，穿过它才是一所院落。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菊香书屋改成“菊香书院”更为合适。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
的建筑形式。
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问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问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
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
为什么有人将毛泽东比喻为“紫云轩主人”，就是由这个牌匾而来。
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
在本院的南房。
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
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
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挖的，毛泽东从来未使用过。
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
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
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
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
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
工作人员称它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
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东厢房也是五间。
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问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
靠南侧的两间不与过厅相通，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开在东厢房东面的夹道内。
这里是贮藏室，若去这贮藏室，需要走出菊香书屋这所院子。
 西厢房也是五间。
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问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
北侧两问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
过厅南侧的两间，至今没人披露它到底作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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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
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
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
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
夹道的西侧北头也有一个便门与另一群建筑相通，去贮藏室时就从这个便门出入。
从西便门走出去，经过弯弯曲曲的夹道就是南海北岸上的马路了。
 周恩来把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让给毛泽东住后，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
不久，江青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
可这里屋少人多，长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得另寻地方。
一天，周恩来来到中南海的最西北角，院前的匾上写着“西花厅”3个字，一进院内，正是海棠花盛
开，周恩来为之精神一振。
他非常喜欢海棠花，称它们为“群花”。
以后，周恩来就住到了“西花厅”。
 而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一住就是17年，直到1966年搬进中海西岸的“游泳池”居住。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
有一次，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
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拨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
 初夏时节，这座古旧的四合小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过去这里是公园，由他们随意美化，我们不干涉。
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了吧，摆一点松柏怎么样？
”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商量。
 工作人员露出了不解之色。
 “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会有工人农民来。
”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
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 工作人员立即同花工商量，挪走花盆，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棵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
，走廊上摆的也是两盆绿草。
 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
 毛泽东很少从西便门出人，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
厨师运粮运菜大都经过此门出入，有时也利用北侧的便门。
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
通道。
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院内来
，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
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
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这里又好像是“客栈”。
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
这里常来一些工作人员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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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镜头中的毛泽东》既满足了人们对于老一辈领袖工作和生活细节的好奇，也给了读者一个全新视
角，让大家能够从一个平常人的角度去了解和理解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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