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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军刚刚进北平时，年已50岁的聂荣臻身
兼六职，这算是他一生最为繁忙的时期。白天，他要处理
各方面的工作，晚上还要经常去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汇报
情况、开会等。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聂荣臻总是要抽空
散散步，活动活动身躯、腿脚，以解除疲劳。由于日夜操
劳，1952年9月的一天，聂荣臻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后，刚
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
高血压、心脏病。在休息养病时，散步是聂荣臻天天不可
少的运动，晚饭后他总要有一个多小时的散步时间，散步
时，不是与秘书交代要处理的工作，就是与家人谈古论今。

他还十分喜爱打网球、台球。20世纪50年代，聂荣臻
的住处与邓小平家仅有一墙之隔，连通两家的小红门从来
都是敞开着的。在两家院子里，工作人员平整出了一个网
球场，聂荣臻与邓小平经常在这块球场上锻炼。有时逢节
假日，聂荣臻还会约上邓小平一家或是贺龙、罗荣桓、罗瑞
卿等人到长城或十三陵等地郊游、爬山。聂荣臻特别喜欢
约请钓鱼好手贺龙一起钓鱼。只要甩下鱼钩，他便沉稳地
坐在渔场边，神情专注地注视着鱼儿的动静。他甩下的鱼
钩就像撒下了天罗地网，再滑头的鱼遇到他的鱼钩诱饵也
只有自投罗网了。每次钓鱼结束后，他都要与贺龙比一比
谁的收获大。有一次，聂荣臻钓到一条5公斤重的大草鱼，
一回到家，他便吩咐秘书将那条大草鱼分成几份，分送给
罗荣桓等老战友，让他们共同分享这胜利的成果。

1956年10月，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科学
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那段时

间，聂荣臻连打网球、打台球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把台球
桌交还给了有关单位，看球的机会也少了。但他始终坚持
散步。无论是盛夏还是寒冬，他总要利用各种机会走一
走、散散步。聂荣臻曾说过：身体是革命事业的资本，这个
资本不能丢。他还以亲身体会向他人介绍散步的好处与
方法。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次，一些干部向他反映：我
们的科技人员，甚至有一些老科学家，由于缺少必要的食
品与营养，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聂荣臻得知后心情十分不
安。他立即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军、北京、广州、济南、沈阳
等军区领导同志呼吁，请求他们尽快设法给予支援，调拨
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
品。这些食品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很快分配给了每个专
家和科技人员。他自己带头捐款购买营养品分送给科研
第一线的知识分子，还呼吁大家都来关心科研工作者的身
体健康，并要求各级行政领导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做好科
研人员的后勤工作，关心他们的吃饭、住房、小孩入托、两
地分居、业余生活、体育锻炼等问题。他说：要把科研工作
者的身体健康问题作为大事来抓，好身体是搞科研的资
本，这个资本丢不得。

聂荣臻常风趣地说：“人生 70 而拐，80 而车。我的体
会是，人过了70岁，行动就离不开拐杖了，过了80岁，行动
就离不开手推轮椅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
然持之以恒、锻炼不辍。不能拄着拐杖散步，就扶着手推
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在轮椅上、躺
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靠哪四个元素活到93岁？
聂荣臻元帅的长寿之谜

开国元帅中最早去世的是罗荣桓，时间是1963年12
月16日；最后一位去世的是聂荣臻，时间是1992年5月
14日。刘伯承最为长寿，活了94岁，其次是聂荣臻，活了
93岁。其实，聂荣臻的身体在十大元帅中算是比较差的一
位，特别是晚年，健康状况又进一步恶化。据他的保健医生
傅志义回忆，聂帅85岁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肠功能紊
乱等严重疾病，尤其是伪膜性肠炎，迫使他得时时控制着随
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大小便。这些严重疾病随时威胁着聂荣
臻的生命。为此，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及他所住的医院领导
都非常着急。对此，聂荣臻却处之泰然，十分豁达，对前来
看望他的人说：“我没想到能活这么久，已经很幸运了，现在
去见马克思也是死而无憾了啊！”那么，聂荣臻的长寿之谜
到底是什么呢？

1899 年 12 月 29 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
附近的石院子。7岁进私塾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科举制被
彻底废除后，1910年正式进入新式学堂读书。1917年夏，
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也就是今天的重庆
市江津中学。青少年时期，他就十分酷爱体育运动，对秋
千、浪桥、平台、杠子、网球都很感兴趣，尤其喜欢足球和网
球。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聂荣臻就是校第八届学生足
球队的核心人物，他的守门技术十分出色，因此同学们一
致推举他为足球队队长。

在革命战争年代，聂荣臻不仅自己坚持锻炼，还十分
关心部队体育运动的开展。1933 年 6 月 30 日，中华苏维
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
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决定在纪念日期间组织全军赤色
体育运动大会。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
荣臻亲自主持体育运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制定了“发动群
众、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办运动会”的方针，组织根据地军
民修建了运动场，自制了体育器械。运动场建造在一片芳
草如茵的原野中，主场占地约10亩，周围罗列着如蜂房似
的防空设施，划分了部队进出路线。会场中建起了新剧
台、指挥台、主席台及选手和参观团体的临时休息室、救护
室等，还开辟了田径赛场、球场。运动大会设有百米、500
米赛跑、通过障碍赛、低栏跨越、跳高、跳远、撑杆跳和台
球、足球、篮球等项目，还举行了军事文艺表演比赛等纪念
活动。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阜平，还
是在张家口，或是在平山县，聂荣臻走到哪儿，哪儿的体育

活动就开展得十分活跃。凡有与指战员共同参加体育活
动的机会，他都从不放弃。只要他一上场，指战员打起球
来便如猛虎添翼，兴致倍增，而且有章有序。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身兼多职，但闲暇之际，还是喜
爱观看足球、篮球比赛。那时，贺龙主管体育，只要有重大
比赛，总是不忘通知聂荣臻。每次看完比赛后，聂荣臻都
要与随行人员分析每场球赛的得失与经验教训。晚年的
聂荣臻依然十分关心体育，他经常用广播收听体育运动消
息，观看重大体育比赛的电视节目。1983年3月7日，一批
老队员退役后，重新调整的国家女排与匈牙利国家女排在
北京进行比赛，聂荣臻十分关注这场比赛。由于第二天聂
荣臻要接见女排代表，医务人员请聂荣臻早些休息以便安
排好第二天的活动，但聂荣臻执意不肯早早离去，一直以
饱满的精神在电视机前与大家一起看球赛，直到中国女排
以3∶0战胜匈牙利队为止。第二天，正逢三八国际妇女节，
这天下午，国家女排部分代表来到聂荣臻住所，聂荣臻见
到女排姑娘后，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并高兴地
逐个与她们握手。教练袁伟民把有新老队员事先签好名
的排球赠送给聂荣臻，聂荣臻双手捧着排球，连声说：“谢
谢大家！”并认真地看着排球上所签的名字。随后，聂荣臻
逐个询问了女排姑娘们的生活、训练等情况。当得知队员
梁艳是成都人时，他便高兴地与梁艳拉起了老乡。临别
前，女排姑娘请聂荣臻为女排题词，聂荣臻高兴地挥笔写
道：“我最爱中国女排”，并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
球挂在客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喜爱种树，特别是松柏树
聂荣臻常说：“植树造林，是造福人民的

大好事，它既可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有利于
生态平衡，美化人民生活环境；又可锻炼人
的意志与体力，强筋壮骨。”1939年清明节那
天，聂荣臻带领晋察冀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
500 多人，到军区驻地河北省唐县附近的东
山坡植树。聂荣臻与时任军区参谋长的孙
毅搭伙种树，他俩先挖好了一行树坑，然后，
聂荣臻让孙毅扶着树，自己弯着腰一铲一铲
地培土，随后踩实，整出灌水坑。

解放后，聂荣臻在自己工作、生活了 43
年的庭院里种过许多花草、树木，他的家门
口靠墙边还有一排当年他与工作人员共同
栽种的龙爪槐。随着岁月流逝，一棵棵龙爪
槐长得高高大大，盛夏时节，就像一把把碧
绿的遮阳伞插在墙边，给大家带来阴凉。
但有一件事让人烦心，就是每年如不及时
喷洒杀虫药，这些树就会生虫。有人就建
议：将这排龙爪槐全部砍掉，换上聂荣臻喜
欢的松柏。聂荣臻知道此事后，特意来到
槐树下，指着紧靠大门口的那棵树说：“其
他几棵可以砍掉，靠门口的这棵请你们务
必要留下来，到了夏天，警卫战士可以用它
遮阴纳凉，你改种其他的树，树要生长多少
年才能纳凉呀！”

聂荣臻最钟爱的树木是松柏，他住的
院子里处处都是挺立的松柏，就连室内墙
上挂的国画也全是松柏图。聂荣臻时常在
松柏树下踱步、思索，晚年，他经常坐着轮
椅，在松柏丛中流连忘返。根据聂荣臻最
后的遗愿，其亲属将聂荣臻部分骨灰埋在
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北侧山坡的一棵柏树
下，让骨灰化作泥土，滋养青松翠柏，为后
人遮阴，造福子孙。

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
晚年的聂荣臻生活十分有规律，每天清

晨起床后，总要认真地做医生专门为他编排
的保健操，然后才洗漱、早餐。早饭后，聂荣
臻由工作人员陪着散步，散步后接受医疗按
摩和治疗。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他在
办公室听秘书读文件或报纸，有时抽空审批
文件，晚饭后继续散步。

聂荣臻平时不喝酒，不吸烟，不讲究吃
穿。他的卧室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极其普通
的木床，上面铺着最常见的白布床单，床单
中央还有一块补丁。卧室内的另一大件摆
设，是一个褪了色的双开门立柜，里面放置
着他常用的换洗衣物，有的外衣还是 20 世
纪 50 年代穿过的旧军装。聂荣臻晚年对社
会上一些奢侈浮华的不良作风很不满意，对
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更是反感。他常说，改
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勤俭
节约的精神是不能丢的。

晚年，聂荣臻习惯于每晚边看《新闻联
播》边进晚餐，特别关心国际国内发生的大
事，尤其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倍加关注。每当
四川老家有人来看他或会见主管农业的同
志时，他都要详细询问收成和农业基本建设
情况。每天的《天气预报》他更是格外关注，
看到哪里发生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他
就寝食不安。

此外，聂荣臻晚年尤其钟情于老家的川
剧，他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艺术
都很优美。对国粹京剧，他也十分喜爱，经
常将自己喜爱的几盘京剧带拿出来反复播
放，陶醉其中。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是
成就他长寿的重要因素。

中老年时期喜欢各种运动

▋据《党史纵览》

一生都喜爱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