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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父亲萧华出生于江西兴国一个贫苦泥瓦匠家庭。为了能够

读书，父亲从小刻苦学习，总是考第一名，在萧氏家族奖励资助下，得以

完成学业，一直到他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后，父亲先后担任连、营、团政委，他任团政委时才15岁。

16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34岁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

任。39岁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父亲的回答是：

“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

写照。在长征中，父亲是师级干部，部队配发了马，但骑在马上的往往不

是父亲本人，而是伤病员。过草地时二师一个非常能打仗的连长周长胜

负伤不能走路，父亲下命令用自己的马驮着周连长走出草地。到了抗日

战争时，周长胜缴获敌人一匹好马，跑了几百里地，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把

马送去给父亲，父亲坚决不收，最后还是115师代师长陈光说：“老萧，你

不要，我要。”才算打了圆场。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由一群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

装部队）被遣散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父亲改任一军团组织部部长。

由于父亲善于做思想动员宣传等工作，军团首长随后任命他带领先遣工

作团随先头部队行动。从此以后，长征中任何重大军事行动，父亲始终身

先士卒，冲在第一线。他亲自带领先头部队，有时作战前动员，有时会亲

自吹冲锋号……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过雪山草地、腊子口，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都有他的身影。

特别是彝海结盟。父亲带领先遣队和小叶丹的四叔谈判，耐心做解

释说服工作，不仅说服他放弃让红军帮他打冤家的想法，还采纳了通司

（翻译）沙玛尔果的建议，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结为兄弟。先遣队司令刘

伯承得知谈判结果喜出望外，立即骑马来到彝海边与小叶丹歃血结盟。

年仅19岁的父亲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机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成汉

彝结盟，表现了他过人的才能。

长征胜利后，父亲率领二师东征，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被敌

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负重伤。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看见后

续部队四师的同志们时，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四师、二师比比看，

谁是英雄，谁好汉！”四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冲进硝烟……

随后，在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台、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军医用菜刀给父

亲做手术。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嘴里咬着一条毛巾，一声未吭。等手

术完成后，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即便这样，军团首长也

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

父亲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躺了一个月，伤未痊愈便回到红二师，这

也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离开一线部队最长的一次。

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我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战斗里，战

士大部分是被冻死的。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上，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

看到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就把自己的袜子、大衣脱给战士，当父亲看到

冻得直流眼泪的韩司令时，又把自己的大衣脱给韩司令……

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不管谁和他搭档，父亲总是挑重担，把

战场准备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思想工作、部队和地方的动员与协调工作

甚至干部家属工作，全部一肩挑，默默干活，有了错误自己承担，有了成

绩归功于他人，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

父亲过世后，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和老萧（指父亲）共事

的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痛快的几年。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

“分家”时，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

萧云 据《文史博览》

32岁那年，杨步伟和赵元任结为伉俪。

婚后不久，赵元任得到一个以北大教授的身

份赴美进修的机会，除此之外，北大每个月

还会给他赞助200美元的生活费。不过，此

时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摆在了妻子杨步伟

面前：要不要和丈夫一起前往美国？

两年前，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同

学李贯中刚刚合办了“森仁医院”，此时的医

院正是需要她领导一切的时候，如果现在去

了美国，那她辛辛苦苦打下的这份基业就会

失去；同时，虽然杨步伟之前留过学，但她的

英语水平有限，如果去了美国后无法行医，

那她就失去了立命之本；更关键的是，她的

身份也会由之前受人尊敬的杨医生，变成

相夫教子的赵夫人，人生落差可想而知。

不过，此时的杨步伟表现出不同于一

般女性的果断和坚韧，她一句话让丈夫赵

元任吃了“定心丸”：“不用担心我的任何

事情，为了你的事业，我打算陪你前往美

国！”望着妻子坚定的眼神，赵元任感动得

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初到美国，夫妻两人的生活过得非常

寒酸，租住的房子连桌子和床都没有，他

们甚至打了十几天的地铺。为了改变这

种窘境，杨步伟开动脑筋，她先是跑到商

店橱窗研究了半天手提包，然后当掉了3

件狐皮服装，换到了启动资金45美元。接

着，她以月付的形式买了一台缝纫机，仿

照商店橱窗里的手提包样式，做了许多漂

亮的手提包。一个多月后，这些手提包给

他们带来了500美元的收益。

看到妻子没日没夜地忙碌，赵元任心

疼不已，他随即放下架子，跑到妇女俱乐

部演讲，每次能够拿到200美元报酬。经

过夫妻两人的一番努力，他们的生活逐渐

走上了正轨。

后来的许多场合，谈起自己当初的抉

择时，杨步伟都会平静地表示：“没什么可

后悔，这实在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因为这

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要学会放

弃一些事情。”

姚秦川 据《人民政协报》

杨步伟的抉择

瞿秋白也写过“提案”，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当时瞿

秋白与毛泽东等一起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

央执行委员，瞿秋白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员。

瞿秋白早在1918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

主义，1920年后，又以记者身份赴莫斯科，在

苏俄采访学习了近两年，广泛了解了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的方方面面。瞿秋白认为，列宁

走的路，俄国走的路，就是中国今后的路。

1924年 1月 21日，列宁去世，瞿秋白

立即写了多篇纪念文章，一方面当然是表

达对这位革命导师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宣

传列宁的革命思想。瞿秋白认为，与其他

众多社会主义思想家相比，列宁的特点

“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

的实践”。

瞿秋白经过深思熟虑，感觉中国要走

俄国道路，必须将列宁的思想在中国传播

开来。于是，当年4月5日，瞿秋白给当时

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和谭平山写

了封信，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件

重要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建议国民

党组织力量编译《列宁文集》。当时是国共

合作时期，只有国民党才有财力来做这件

事。“提案”中，瞿秋白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

可以承担“总校订之责任”，相当于总纂

了，真要做起来，这个担子是不轻的。

廖仲恺时为国民党左派，而谭平山则

是中共党员，瞿秋白向他们二人提议，目

的就是希望他们向国民党中央反映此事。

“提案”很快报到孙中山那里，4月14

日，孙中山就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第21

次会议，讨论了这件事，会上说成是要编

《列宁全集》。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这件事

非常重视，同时发扬民主，让大家研究这个

问题。然而，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

戴季陶提出不同意见，说要先编译《苏俄法

制全集》，《列宁全集》的事暂时缓一缓。

瞿秋白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提案”

可能实现不了。他在当年5月6日给鲍罗

廷写信说，国民党右派似乎在有组织地活

动，他们正在进行有针对性地煽动，不仅

是反对我们，而且是反对国民党左派。瞿

秋白的预感是对的，他的那件“提案”最后

以各种理由被国民党右派否决了。

周二中 据《人民政协报》

瞿秋白的“提案”

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