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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李立三命令毛泽东攻

南昌，彭德怀攻长沙

红一方面军正在整编之

时，毛泽东忽然接到中共中央

负责人李立三的命令，要毛泽

东率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

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夺取

两市后， 两个军团会师武汉。

接到命令后， 毛泽东暗暗叫

苦。南昌和长沙是赣湘两省省

会， 是敌人重点设防的城市，

以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攻

击这两个城市，无异于使红军

毁灭在坚城之下。但这是李立

三的命令，不去就是违抗上级

命令。

第二天， 也就是 1930 年

7 月 11 日， 红军第一军团在

江西兴国驻地大举誓师。

几天后，大军开拔，向南

昌前进。 7月 30日，红一军团

已开到南昌郊区新建县的西

山， 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会议，

说服大家不要攻南昌，以避免

遭致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大家

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乃

派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

的牛行车站发动奇袭，部队随

即转移。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打下

了长沙。当时何健的主力不在

长沙， 何健听到长沙失陷，立

即调了 15 个团合攻长沙，彭

德怀即令红三军团撤出。

何健回到长沙， 异常恼

怒，虽然长沙被红三军团占领

只有 11 天， 但省城失陷却使

他大失面子。 为了报复，他命

令警备司令部缉捕杨开慧。

毛泽东 3 年没有看到

杨开慧母子

杨开慧在哪里呢？其实她

还在长沙县板仓镇。这一点毛

泽东没有想到，他一直在设法

打听杨开慧的下落。

自毛泽东走后，杨开慧没

有收到过丈夫的一封信，她只

能从长沙出版的《民国日报》

上寻找亲人的消息。

当杨开慧在平江听说毛

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来打长

沙了，急忙从岳阳平江县赶往

长沙，希望能见到丈夫一面。

毛泽东这时确实率红一

方面军两个军团到了长沙郊

外的田心桥。 自 1927 年离开

长沙后，毛泽东这是第一次来

到长沙郊外。他望着城里高耸

的天心阁， 想起了杨开慧，不

知开慧现在何方，她是不是知

道了自己已到长沙的消息？按

照毛泽东的想法，他真想打下

长沙。开慧知道打下长沙的消

息后，肯定会赶来相会。但是，

毛泽东望着长沙的城防工事，

不禁摇头叹气，以红军现有的

装备，攻击敌人重点设防的长

沙，无异于以卵击石。

毛泽东：“打下长沙，开

慧就会赶来和我相会”

这次攻打长沙，城里有何

健的四万部队，兵多炮多。 为

防止攻城， 何健还拉上了电

网。 红军如果有几十门大炮，

也许能攻克这样的大城，但红

军只有几门迫击炮， 枪也不

多，如何攻城？ 按照毛泽东的

本意，是绝对不会把红一方面

军从赣南拉来二打长沙的。但

是二打长沙又是李立三的命

令，而且李立三还派来了长江

局代表周以栗督战，周以栗可

不同上次派来的特使，他是个

有战争经验的人。

为了减少伤亡，毛泽东用

战国时期齐国田单破燕兵的

火牛冲阵的办法，买了几十条

水牛，牛尾上绑上鞭炮，然后

把它们赶到电网前面，指望点

燃鞭炮以后， 火牛们冲上前

去，扯断电网。 谁知鞭炮点燃

以后，火牛们吓得乱蹦，反而

向红军冲来。点炮的战士来不

及提防，被牛角顶死、牛蹄踩

死，后面准备冲锋的红军队形

也都被冲得七零八落。

此计不成， 只好强攻，没

有什么火力准备，红军战士举

着步枪、大刀，以血肉之躯向

电网、机枪工事、大炮阵地冲

去， 成批成批地倒在长沙城

下。 激战一日，红一军团和红

三军团白白地战死 3000 多

人，但长沙城却毫无损伤。

毛泽东看着长沙城下密

密麻麻的红军战士的遗体，心

如刀割。

毛泽东对周以栗耐心地

说：“我比你更想打下长沙。我

知道，打下长沙，开慧就会赶

来和我相会，我已有 3 年没有

看到她们母子了。可是我们现

在就这么点家底，要和敌人硬

拼，那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

周以栗点点头说：“润之

兄说得很对，长沙是绝对不能

打了， 可是立三有命令……”

他没有往下说，听着远处传来

的猛烈的枪炮声。 猛地，周以

栗站起来， 果断地说：“润之

兄， 你立即把部队从长沙撤

走。 立三追查下来，我一人承

担！ ”

9 月 13 日， 毛泽东率红

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向吉安前

进。 10月 3日，红一方面军攻

占吉安，缴枪千条，南昌以南

除赣州外，差不多半个江西省

尽入红军之手。

杨开慧被捕，敌人要杨

和毛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不知毛泽东已撤

离长沙，还从平江匆匆赶往长

沙。 一路所见，尽是从长沙撤

下来的赤卫队。 打听之下，这

才知道毛泽东已率军从长沙

撤走，不免心中惆怅，急急回

到板仓。杨母一见，大吃一惊：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红军

撤走后，何健到处抓人，这里

很危险。 ”开慧沉着地说：“是

的，现在风声很紧，我得布置

板仓一带的党员撤退。危难时

刻，我不能光顾自己。 这个工

作一完，我马上离开板仓。 ”

杨开慧知道外面鹰犬很

多，尽管十分小心，但还是被

一个姓陈的侦缉员发现了。这

家伙看见杨开慧后，一口气跑

到当地团防局， 拿出证件，命

令团防局立即出动捕人。团防

局长立即率局里的 80 多名士

兵直奔板仓。他们如狼似虎般

地冲进房子，捆绑了杨开慧和

帮工陈嫂。 杨开慧嘴上流着

血，面容安详。 她看看周围的

乡亲，高声说：“乡亲们，永别

了。开慧平时有对不起大家的

地方，还请见谅。”说完昂首而

去。

何健听说杨开慧被捕，如

获至宝。他拒绝了一些劣绅提

出的杀杨开慧以泄愤的要求，

派了长沙一家有影响的报馆

的记者去看杨开慧。记者来到

陆军监狱时，只见杨开慧已被

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杨开慧

问他：“你是何健派来的吧？ ”

记者忙摆手说：“杨先生，不要

误会。鄙人供职的报馆你是知

道的，是长沙最开明最进步的

报纸。长沙各界人士看在你父

亲杨昌济老先生的面上，愿保

你出狱，敝报乃是推动保释活

动的喉舌。现在代表们已经和

何健谈妥了，一不要你写悔过

书；二不要你交出地下共党的

名单。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马

上就能出狱。 ”杨开慧警惕地

问：“什么条件？ ”记者缓缓地

说：“发表一个声明，和毛泽东

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一口

拒绝：“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我对毛泽东的爱超过我爱自

己的生命。 ”记者听了连连点

头。 杨开慧盯住记者的眼睛

说：“要我声明同毛泽东脱离

夫妻关系， 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 我们是夫妻，更主要是战

友，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

治上、信仰上的背叛，是我的

人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

杨开慧慷慨就义，毛泽

东追念不已

半个多月后， 也就是

1930 年 11 月 14 日， 这天凌

晨，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

陆军监狱。 看守长站在院子

里，长呼一声：“提杨开慧！”只

见杨开慧穿了件新白布上衣，

外面罩着蓝旗袍，在两个看守

的监视下，徐缓地从监房里走

出来。 8岁的长子毛岸英在后

面哭着叫“妈妈”，但杨开慧看

也不看，她不想让敌人捞取政

治上的好处。监斩官看着后面

被看守拦住的哭叫着的毛岸

英，叹口气说：“杨先生，作为

一个母亲，你真的能割舍下 3

个年幼的孩子？你现在愿意和

毛泽东脱离关系还来得及。 ”

杨开慧摇摇头说：“你们就不

要枉费心机了，头可断，信仰

绝不能变。”监斩官叹口气，又

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杨

开慧说：“请告诉我的亲属，我

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监斩

官点点头说：“你就放心吧，我

一定把你的话转告杨老太太，

3 个孩子也都让他们领走抚

养。”杨开慧点点头。此日下午

1 时，长沙市中心的识字岭刑

场一声枪响， 杨开慧英勇就

义，时年 29岁。

杨开慧不幸遇难的消息

由报纸传递给了毛泽东。 这

天，毛泽东正在吉安的司令部

里草拟文件，贺子珍把部队捡

来的报纸送给毛泽东。毛泽东

翻着报纸，忽然长沙《民国日

报》 上的一条消息赫然入目：

“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

慧昨被处决。”顿时，毛泽东一

阵晕眩， 贺子珍赶快扶住了

他。毛泽东用双手捂住脸哭了

起来。 贺子珍一愣，拿起报纸

一看，一切都明白了，眼泪大

颗大颗地掉了下来。毛泽东哭

了一阵，呜咽着说：“你拿一些

钱来。”说罢哭着写起信来。信

写好后， 毛泽东托人把信和

100 块大洋捎给杨开慧的母

亲。杨老太太和杨开慧的哥哥

等亲属用这笔钱在板仓给杨

开慧修了墓。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

她的追念一直没有停止过。

1957 年， 毛泽东接到杨开慧

少女时代的同窗好友，也是毛

泽东的战友柳直荀烈士的遗

孀李淑一怀念柳直荀烈士的

一首词后，当即和了一首《游

仙》，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

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

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据新华网）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伟

大军事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

人。 即便是在 1950年秋季，作

出抗美援朝那个震惊世界的

决策之际，他也显现出了诗人

本色。

出兵朝鲜是毛一生中

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1950 年 9 月下旬，朝鲜半

岛的战火向北燃烧。 唇亡齿寒

的危局使新中国面临着是否

出兵参战的重大选择。 在国家

“一穷二白”的面貌依旧、百废

待兴的情况下，要派兵跨出国

门与美国乃至“联合国军”打

仗，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这一年的 10 月 1 日，毛

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庆典

并检阅了部队。 虽然北京城内

还是一片节日气氛，东邻朝鲜

的紧急消息却不断传来。 据毛

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

道：“当天金日成首相发来一

封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

助。 我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

东。 毛泽东看后迅速说：‘请在

京的政治局委员过来开会！ ’”

入夜后，天安门广场上国

庆的焰火尚未熄灭，中共中央

便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

里召开会议。 从 10 月 1 日起

直至 10 月 19 日志愿军正式

跨过鸭绿江，被史学研究者称

为艰难决策的“18 个日日夜

夜”。 为了最后下定决心，毛泽

东因焦虑许多天日夜不眠。 时

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记

述道：“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

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

眠药也睡不着。 开会那天，他

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

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

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 ”有

的中央领导人后来回忆说，在

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

时， 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

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

会使大家意见统一了，才刮了

胡子。 如此反复思考，焦虑到

了一个星期不刮胡子的状况，

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都是少

见的。

在 1950 年国庆节后十几

天内， 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

论，面对多数人列举的种种困

难以及苏联在出动空军问题

上的一再退缩（开始称两三个

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

机不能过鸭绿江）， 毛泽东经

许多天不眠不休的思考，也曾

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

不过经最后权衡， 他还是确

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 参

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损害极

大。 ”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毛泽

东的正确。 中国出兵朝鲜，在

政治上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上

的地位和影响，在经济上保障

了国家恢复建设，在军事上也

打出了国威军威。

艰难时刻仍与诗

友吟词唱和

1950 年 10 月上旬是毛泽

东日夜苦心思索、决心难下的

时候。 尽管如此，他仍要出席

一些必要的活动。 10 月 3 日

晚， 为欢庆新中国成立一周

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

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

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

团等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

晚会，并邀民主人士柳亚子等

一同观看。 毛泽东与国内著名

诗人柳亚子相识几十年，并有

诗词唱和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当天参加晚会时，毛泽东

虽因不断开会并苦苦考虑出

兵的决策而连日未眠，但依然

谈笑风生。 当来京参加国庆盛

典的各族代表向中央人民政

府首长献旗、 献礼致敬时，毛

泽东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

“这样的盛况， 亚子先生为什

么不填词以志盛？ 我来和。 ”

面对毛泽东的这番盛情，

柳亚子十分激动。 他即席填成

一首《浣溪沙》，“用纪大团结

之盛况”，并马上呈给毛泽东。

词曰：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

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

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接到柳词后，毛泽东当场

步其韵奉和，写出了《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全词是：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

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在冒着极大风险确定出

兵抗美援朝的决策之际，毛泽

东仍有诗情与柳亚子唱和，充

分体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

变的宏大气魄。 这首《浣溪沙》

又以其婉约和豪放并蓄，后来

在全国脍炙人口。 被誉为中国

近代诗圣的柳亚子在称誉“老

友润之”时，曾称赞“才华信美

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在

作出抗美援朝军事决策的艰

难时刻，这一点也充分显现出

来。

半个月基本不下床，前

线传捷后又发诗兴

从 1950 年 10 月 19 日志

愿军正式入朝至 12 月间取得

第二次战役大捷，这两个月内

是毛泽东集中精力于朝鲜半

岛的紧张时刻。 从现存的历史

资料看， 志愿军入朝之初，他

经常一天便起草几封电报，同

前线指挥员、友方领袖以及国

内各部门领导都保持着密切

的联络。

在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常

常就在床上看文件、 起草文

电，实在太累了便倒下休息一

会儿，接着再继续工作。 据毛

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

间他有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没

有下床， 就在床上办公和吃

饭，睡眠极少。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

堂写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

生》一词后，柳亚子回到家中

兴奋异常，又填词一首送到中

南海。 不过，此刻毛泽东正在

全神贯注地指导朝鲜战场的

斗争，无暇再回复柳亚子。 11

月间， 志愿军出国后首战告

捷，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

军”向南败逃。 初战的胜利使

毛泽东能够松弛一下紧绷的

神经， 处理一些其他事务，并

在闲暇时细看了一下柳亚子

写来的词。 虽然朝鲜前线的斗

争形势仍然严峻，毛泽东却诗

兴大发， 挥笔写下一首和词。

词的最后写道：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

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据《中国国防报》）

毛泽东决策时刻的

浪漫诗情

1 9 3 0 年，毛泽东来到长沙郊外。 他望着城里高耸的天心阁，想起了杨开慧，不知

开慧现在何方，她是不是知道了自己已到长沙的消息？他已有 3 年没有看到她们母

子了。

这天，毛泽东翻着报纸，忽然长沙《民国日报》上的一条消息赫然入目：“共党要

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昨被处决。 ”顿时，毛泽东一阵晕眩，贺子珍赶快扶住了他。

毛泽东和杨开慧

杨开慧牺牲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