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驰在广袤原野上的专列， 为毛主席观察

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 谢静宜

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能经常出入主席的车

厢， 有时就与他老人家坐在一起或站在窗前观

察不断变化的庄稼。 谢静宜说：“毛主席看得是

那样出神，哪块地里长的是什么苗，哪里旱了，

哪里涝了， 哪一块庄稼长势好， 哪一块长势不

好，他都能发现。 他一边看，一边指给我说：‘这

一带麦子比较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列车飞

驰，视野变换。‘这是什么呀？噢，红薯地。’突然，

他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 ’过

了一会儿，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呃。’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到的是一块发蔫的红

薯秧地。 ”

“有一次，毛主席在车厢里望着北国大地快

要成熟的麦子，非常高兴。我当时也站在他身旁

向外眺望。 突然看见一位肩上挑担的农村妇女

好像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 呼啸而过的列

车对她来说习以为常，毫不介意。 她一边走，一

边用一只手一把接一把地捋着麦穗上的麦粒往

口袋里装。 我惊讶地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

麦子的。 ’主席连忙低声制止我说：‘别出声，别

出声！ ’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似乎

忘记了自己是在火车上。列车风驰电掣，轧声隆

隆，车外怎能听到车内的说话声！毛主席一直望

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 才怅然若失地

自言自语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

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

我注意到毛主席神色严肃， 沉默不语， 似有所

思。 我估计，他大概在想着那位妇女的事。 ”

列车在北方运行， 毛主席最关心河北、山

东、河南三省的庄稼生长情况。每当看到华北大

地因缺雨庄稼长势不好时， 他的脸上总是布满

愁容。 他曾对谢静宜说：“这几个省总是干旱缺

水。 ”“只要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粮食能够自

给了，全国的粮食就会富裕些。 ”为此，毛主席曾

在列车上召集这几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话、开会，

研究解决水利问题。

毛主席不满足于在运行的列车上“走马观

花”，还经常让停车“下马看花”。 当专列停在某

一支线上时，他就走下来在周围地里转一转，看

一看，摸一摸庄稼。 有时不满足于近处看，就请

当地派车到远处再看看。 从北方的小麦、玉米、

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想亲眼看

看，亲手摸摸。站在地里，他的神态是那样认真，

那样细致。看得出，他心中思虑的是全国人民的

吃饭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

苦的领袖。

谢静宜说：“记得有一次， 一对外宾夫妇在

列车上与主席会见后， 也兴致勃勃地随主席下

车去地里察看庄稼。女外宾穿的是高跟鞋，在坎

坷不平又松软的地里行走不便而折断了一只鞋

的后跟。出了这种意外，这对外宾夫妇不仅不感

到难堪，也不埋怨，反而伸出那只没鞋跟的脚哈

哈大笑起来， 顿时在场的主、 客们都哈哈大笑

了，给这次特有的接见场面增添了乐趣。 ”

乘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

机要秘书揭秘毛泽东不乘飞机真实原因

谢静宜， 可谓喧嚣

都市中的真“隐士”，居

于喧嚣都市中的普通小

区， 她是闹市中的不凡

老人。 她经历过风雨的

洗礼， 岁月的侵蚀， 红

火的时期。 她曾担任毛

泽东主席机要秘书工作

长达 1 7 年之久， 曾任

北京市委副书记， 中共

第十届中央委员、 第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 曾被

周恩来提名为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 近日， 她向

我讲述了发生在毛泽东

身上的一些幽默风趣的

故事。

核心提示

谢静宜

毛主席说：“五一”、“十一”

一到，就要回京“罚站”

谢静宜说：“在 1950年到 1970年

初，毛主席身体状况很好，经常离京

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 有

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

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 每次外

出， 他轻装简从。 随行的有秘书、警

卫、医护、机要、摄影等工作人员，大

家各司其职。 作为机要人员，我们的

职责是，保证在外地的毛主席与北京

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机要联系。 因为

工作性质的需要，我与主席接触的机

会很多，无拘无束，不存在什么神秘

感。 ”

毛主席从求学时期就注重社会

实践，调查研究，曾经和同学不带分

文去“游学”，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

磨炼自己。 他不仅重“有字之书”，更

重“无字之书”，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

实践家，这恰是他不同于古代乃至今

天文人的重要方面。 所以，才有了后

来的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

言权。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在百忙

之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谢静宜说：“我在主席身边执行任务

的十多年间， 多次跟随他到华北、

华东、 中南等各省市视察工作。 正

像一首歌曲所唱： 毛主席走遍祖国

大地……”

说到这里， 谢静宜笑了。 她说：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 每逢劳动

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是有例会

的，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

在城楼上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

席在外地的活动，因为他必须在两个

节日前回到北京的寓所。 为此，他老

人家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

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要

求警卫员把鱼放回原来的池塘里

谢静宜和我谈起毛主席的故事总是

那么快乐。 当我问谢静宜和毛主席去井

冈山的经历时， 她对我讲了一件“毛主

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的故事。 我好奇地

问：“为什么不吃江西人民的鱼？”

谢静宜说：“大约是 1965 年， 毛主席

的专列到了江西， 停在一个铁路叉道上。

那天上午， 主席安排的是请当地领导同

志到列车上开会、 谈话。 列车所停之处

的铁路旁是水沟。 在江西有水即有鱼。

主席在车上开会， 我们工作人员没什么

事， 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贾秋和同志便

提议下水给主席摸鱼吃。 于是警卫队和

部分工作人员积极响应， 男同志纷纷脱

掉鞋子， 挽起裤子下到水沟里摸起鱼来。

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 一边看

热闹， 一边帮助他们把鱼往水桶里放。

人欢鱼跳， 热闹非常。”

“大伙兴高采烈地说：‘今天要给主

席改善生活哩！’ 因人多， 工夫不大， 我

们就装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鱼， 其中还

有个别小红鲤鱼在水桶里翻腾， 大家都

为这次的收获而兴奋。 等主席那边的会

开完了， 我们也就收摊上了车。 我兴致

勃勃地跑到主席那里报信， 他正坐在沙

发上抽烟休息。 我说：‘主席，今天给您改

善生活， 辣椒炒小鱼。’ 他问我是怎么回

事。 我就把摸鱼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

遍。 原以为主席听了会高兴的， 没想到

他反问道：‘鱼活着没有呀？ ’我答：‘都活

着呐。 ’主席说：‘谢谢同志们， 告诉他们，

把鱼放掉吧！ 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

我一听很沮丧， 就辩解说：‘那不是谁家

的池塘， 要是池塘我们也不会去捞人家

的鱼， 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 水是下

雨积存的。’ 主席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

说：‘那虽不是哪一家哪一户的池塘， 可

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 在主席的一再

坚持下， 大伙只好按他的意思把鱼全部

放了回去。”

到此， 我们才明白了毛泽东不吃江

西人民鱼的真实原因， 那是对江西人民

的爱。 江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南

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

民党的第一枪。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

篮， 也是红军走向胜利的起点， 毛主席

曾为井冈山赋诗一首、 填词两首， 并写

下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等论著， 新中国

成立后又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由此可见主席对江西的特

殊感情。 谢静宜说：“这说明他老人家仍

然牢记并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中的‘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 不与人民争利， 秋毫无犯那一

条。”

（本文作者： 李光彩， 青年毛泽东

特型演员， 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艺术

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学科带头人）

（据人民网）

乘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

有关毛泽东不乘飞机的原因， 说法比较多

的是：1956 年，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遭遇雷电，与

地面失去联系 40 分钟。 有人说，正是因为那次

“空中历险”， 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

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

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

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些传说都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谢静宜揭

开了这个历史谜团。

“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

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

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 有一次，主席曾

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

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

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

这就是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 既符

合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 也符合他

的性格。 试想， 若是毛泽东想坐飞机， 中央政

治局能规定他不坐吗？ 当年， 他要游长江， 中

央领导也反对， 但最后他不是还游了长江？ 毛

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 不信邪， 不怕死， 一

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 从不考虑个人的

安危。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 但长期住在

车厢里也不是滋味。 噪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

冷，夏天热，一切都不方便，总使人有一种不安

定感和疲劳感。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毛泽

东不辞远途奔波之劳苦， 打破自己在北京寓所

的作息习惯，以适应列车生活。谢静宜说：“在北

京，主席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 而在

专列上，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的生长状况，

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 ”从安全角度考虑来

看，坐火车并非绝对安全，或许给敌人以行刺的

机会。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 但毛泽东不以

为然。谢静宜说：“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

时，行速一般比较慢，工作人员把窗纱拉上，毛

主席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 因为车厢的窗口很

大，而且敞亮，常能被隔离杆阻挡着的人群辨认

出来，顿时群众欢呼雀跃，有的人还跟着列车飞

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拉上窗纱， 但他总是不

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

‘怕什么， 这是人民群众啊！ 我为什么怕群众

呢？ ’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该

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

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哪？ 即使想害，

我们已走远，不怕的。 ’”可见，主席对人民群众

的爱胜过对个人的爱。

我在火车上发现庄稼地里有人偷麦子， 对主席说：“主席， 您看， 偷麦子

的。 ”主席连忙说：“别出声，别出声！ 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 ”

毛泽东和谢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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