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戴河位于燕山脚下的戴河之
北，因而得名，原来不过是渤海边上
的一个小小渔村，经过百多年的沧
桑，如今是与美国戴维营、俄罗斯索
契齐名的首脑避暑胜地。
清光绪年间，清政府修筑天津

到山海关的津榆（此时山海关归临
榆县管辖）铁路，英国铁路工程师金
达发现这一带海滨绿树成荫，蓝天白
云，大片白沙，海水平缓，是个优良的
天然浴场，很合西方人夏天休闲避暑
的口味。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一些外
国人，首先是一些传教士，以后又有
一些外交官、商人纷纷在海边建立小
洋房，慢慢形成大片别墅区，成为避
暑胜地。以后，北京的达官商贾附庸
风雅，也纷纷购地建屋，夏天能来北
戴河成为一种时尚。乘火车从北京到
北戴河车站，再坐驴车，甚或骑驴到
海滨别墅已成最时髦的旅游，以致
西洋美女骑驴的照片成了当时最热
门的“旅游”广告画了。

!"#$年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关，北戴河获得
解放。!"&"年开始，我国政府将北
戴河作为疗养胜地，先后建立了煤
矿工人疗养院、铁路工人疗养院、纺
织工人疗养院等众多工人疗养院，
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英模，一线的
工人到北戴河休养。%"'(年以后，
中央和政府领导人陆续到北戴河避
暑，%"''年后国务院正式将北戴河
作为暑期办公的地点，北戴河开始
了新的兴旺时期。

第一批到北戴河的人
%"&$年东北全境解放不久，为

了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毛主席要求
四野大军提前入关，就在 %%月间解
放了北戴河。北平和平解放后，我随
华北野战军荣臻小学（后改为“八·
一”小学），进入了北平。%"&"年春
天，我妈妈带我到天津看望罗荣桓
夫人林月琴，我们都称她为林妈妈。
当时以平津间杨村为界，以西为华
北野战军驻地，以东为东北野战军
（即四野）驻地。林妈妈当时为四野
干部子弟学校（今广州“八·一”学校
前身）的校长，学校当时进了天津。小
孩子们一个个全身整齐的卡其布校
服、船形帽，小院子里有滑梯、秋千等
玩具，小朋友们嘻笑追奔，十分热闹。
林妈妈看我十分羡慕的样子，就和我
妈妈说：“让小卿（我小时的名字）留
下来跟着我吧！我这里条件好。”看我
没有反对，妈妈就同意了。这样我就
进入了四野干部学校。因为肖克、赵
尔陆叔叔都从华北调到四野随军南
下了，他们的孩子、我儿时的玩伴肖
星华、赵琳也来到了天津，顿时学校
里更热闹了。

%"&"年夏季，学校来到了北戴
河。这时外国传教士、国民党大官早
已跑得无影无踪，大片的别墅无人
居住，冷冷清清，随着我们的到来，
海滨又有了生气。我们学校占据张
学良的公馆———章家大院，学校大
约有一百多孩子，加上教职员工将
近二百人了，所以连同周围的几幢
别墅都成了我们的驻地。

到了北戴河我们仍然一边学
习，一边休息。不上课的时候，老师
带我们在海边徜徉，那是我第一次看
海，那翻滚的浪花，海天一色的美景
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老虎石礁岩上
钓螃蟹是男孩子最爱的活动，用一根
小竹竿或木棍带一根细线，绑上一块
肉垂入海中，一会儿功夫拉起来，绳
子上往往有几只螃蟹，用他们的钳子
夹住肉，甚至是绳子，拉出水面都不
放，等着让我们一一摘下来，一会儿
功夫就可以钓一小筒。学校还组织我
们爬莲花山（现联峰山）参观鸽子窝、
怪楼，最激动人心的是看日出了。老
师让大家写作文，我的作文中将刚刚
升起的太阳比做一个大蛋黄，遭到
了同学们的嘲笑，现在想来虽然形

象，毕竟缺少了诗意和浪漫。
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南

下，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很快武汉、
广州相继解放，学校也离开北戴河
南下武汉。短短一、两个月北戴河生
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
印痕。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打跑国民
党后第一批到北戴河的人，后来才知
道，%"&"年 )月初，朱总司令就已经
捷足先登了，但他是在聂荣臻伯伯陪
同下到天津、秦皇岛，视察、了解城市
接管和工商业生产恢复情况，到北戴
河来看看，也就住了一两天，还不是
真正的休养避暑，所以我们仍可称
为第一批来此休养的人。

海滨浴场
上个世纪 '*年代中期以后，北

戴河海滨开始热闹起来，海滨区域
从河东寨开始一直到鸽子窝一带，
逐步形成几大块，西边主要是中央
直属单位，中间为中央领导居住的
区域，东边主要是政府部门和部队
单位。我们常去的浴场叫中浴场。毛
主席、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
都常去中浴场，这里人最多也最热
闹，不在这附近住的孩子一听说要
到中浴场去都十分地高兴。周总理
因住地离中浴场稍远，在中浴场旁
边有个小的西浴场为他使用，我们
也经常沿海边走过去玩玩。孩子们
最骄傲的是这里能经常见到毛主

席。毛主席来了往往会有小小的骚
动，大胆一点的孩子还会有幸和毛
主席握握手，有时毛主席下水，会引
得一大帮孩子跟着欢呼跳跃奔向大
海，真是其乐融融。主席一般上午睡
觉，下午出来游泳的时候多，而北戴
河的海一般是上午风平浪静，而下
午浪就要大些。有一次海边刮起了
大风，浪也很大，主席来到了浴场，
我们都在浴场的阳台上闲坐，却看
见主席穿上泳衣，在水手班几个卫
士的簇拥下走向海边。当时海面上
风很大，水中浪涌一波接一波，到了
岸边成了翻卷的浪涛，人在海边上
根本站不住。主席两次都被打得站
不稳，被卫士们拉了回来。大家都力
劝主席不要下去了，风大天凉，改天
再游，但见主席摆摆手，又一次冲向
大海，在卫士们扶持下，终于冲过海
边的卷浪跳入深海了。到了海中，主
席又恢复了他独有的闲庭信步的神
态，半躺在水中，任由浪涌推动一上
一下的飘浮，岸边的我们早已看得
目瞪口呆。以后年事稍长，看到主席
的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
三千里”。才渐渐明白主席说的“与
天争斗其乐无穷”的意境了。
在浴场里很少见到江青，她来

了也从不下水游泳，那时她热衷摄
影，来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很少有
孩子和她亲近，我们见了她只是叫
“江青阿姨”，都略略有点怕她，没有
见到老妈妈们的亲切。她几次到浴
场都是拉着一个叫“小李”的女服务
员做她的摄影“模特”，在阳台上、在
海边摆拍，我们只是远远地站着看。
早些年还见过刘思齐。我们到

浴场常常见到一个大姐姐，脑后一
条又长又粗的辫子，站在阳台边静
静地远望大海，一动不动，一声不
吭，一站一上午。我们到了浴场，爸
爸妈妈就告诫我们不许吵闹，更不
许打扰这位大姐姐。后来妈妈悄悄
告诉我这是刘思齐，毛岸英大哥哥
的遗孀。爸爸妈妈常用毛岸英的事
迹教导我们，在心目中毛岸英大哥
哥早已成为我们的偶像，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因此对刘思齐大姐姐也
一样尊重，还有同情。听爸爸妈妈说
主席很想为刘思齐再找个伴侣，他
们也为此操心过，最后刘思齐终于
和一位飞行员再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李敏、李讷到北

戴河海滨的次数不多，倒是毛远新
年年都来，还偶尔见过他的姐姐远
志大姐。远新和我们年岁相仿，又都
是同学，相处毫无拘束。当年哈军工

成立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军校学
生毕业后走上战场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所以中央在政治局研究成立哈
军工的会议上，陈毅伯伯拱手与到
会的领导同志相约：请今天参加会
议的同志们带头，送你们的子女上
哈军工。这也是后来上哈军工的领
导子女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陈毅伯
伯的二儿子陈丹淮也上了哈军工。
上哈军工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向往
的事情。我当时考上中国科大，已上
到大三，最后在父母的支持下转学
到了哈军工。

刘少奇一家也经常来海滨浴
场，他们是个大家庭，除了光美阿姨
的四个子女外，还有少奇伯伯前妻何
葆贞烈士的子女爱琴大姐、刘允若，
以及刘涛和丁丁。有时还有少奇伯伯
的一些侄儿侄女，往往是一大家人
来。但他们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亲
情。光美阿姨对别人家的孩子也十分
友善，在浴场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阿
姨，更可贵的是，他们是可以全家集
体下海的少数几个家庭之一。一家人
在爸爸妈妈带领下排成一队在海中
游动，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这往往
引来海边许多人羡慕的目光。
朱老总家也是个大家庭，他虽

然只有一儿一女，但孙子、外孙一大
群，还有许许多多亲戚的后代收养
在家，也是海滩上最热闹的一家。朱
老总为人慈祥，我们都喊他“爹爹”
———四川话“爸爸”的意思。因为在
延安，许多前方将领的孩子都被放
在爹爹家中，我和刘帅的儿子太行，
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都长期寄养
在爹爹家中，还有很多孩子都受过
爹爹的恩泽。老总的老伴康妈妈更
是孩子们慈祥的妈妈，他们到来，都
是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老总喜欢下
象棋，他一下棋总是围着一大堆孩
子，只有看爹爹下棋，孩子们可以胡
说八道，乱讲乱评。一次看爹爹和彭
德怀下象棋，不记得谁输了，王若飞
的儿子王兴还丧气地说了声：“臭棋
篓子！”两位老总谁也不恼。

朱敏姐姐先后生了五个儿子，
她和刘铮大哥长期在苏联工作、生
活过，给儿子起了个俄文小名，老二
叫“沃瓦”，我们叫他“窝头”，是海滩
上的小明星，他一来许多大孩子都争
抢着抱他玩，为我们增添不少乐趣。
陈云伯伯话语不多，来了就坐

在沙滩上晒太阳，很少下海。而于若
木阿姨喜欢游泳，一个人常常可以
游得很远。我们一些大男孩游到海
中间一块浮板上，我们叫“白板”。在
白板上我们反复跳水甚至叫小弟
弟、妹妹们坐在白板上，我们从他们
头上飞身跃下海水，听他们尖叫寻
求刺激。常常发现于若木阿姨也来
跳水，而且姿势相当优美。
小平伯伯原来在东浴场，后来

也到了中浴场。他很喜欢游泳，常常
下海。但他更喜欢看球赛。暑期我们
组织了一个球队，小平伯伯的小妹
妹邓先群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有的
人叫她小姑姑，有的人又叫她大姐，
也没人较真儿。她当我们的教练。有
一次我们和来北戴河休养的煤矿女
篮比赛，毛毛（邓榕）叫我们快点开
始，说她爸爸来看球了，我们回头见
小平伯伯搬个小板凳已坐在场边

了。从头到尾只他这一个观众，真令
我们受宠若惊。当然，我们最后取得
了胜利，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青睐。

在浴场从来没有见到林彪，也
没有见到他们家的人，原来林彪怕
水，见不得水，连海涛声也听不得。
最初让他住 $+号楼，已经远离海
边，但远远地能看到海面，这也不
行，只好搬走。后来我们一家住进了
$,号楼，比我们原来住的 %-、%$楼
大了一些，但离海边也远了好些，终
不如过去下海方便了。

中国夏都
自 %"''年以后，毛主席每年夏

天几乎都要来北戴河，在这里召开
了多次重要的会议，做出了许多重
大的决策，与中国命运相关的许多
大事都发端于北戴河。北戴河成了
中国的夏都。

%"'$年 $月 ,.日，下午五时
三十分，福建前线近 '**门大炮突
然一齐开火，近三万发炮弹砸向金
门，金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
中，料罗湾码头一片火海，大小碉堡
不管明的、暗的都被炸翻，几条海面
上的舰船飞快地逃向深海才得以避
免被击沉的命运。守卫金门的司令
长官胡琏虽逃过一劫，但他的副司
令赵家骧和澎湖副司令吉星文、章
杰却在炮击中丧生。而指挥这场炮
击的正是毛主席，大本营就在北戴
河，为了亲自掌控局面，甚至将前线
指挥官叶飞招来北戴河。炮击金门
一下子让美国人、蒋介石慌了手脚，
连当时的“老大哥”赫鲁晓夫也不清
楚毛主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其实炮击金门，主席早有打算。

上世纪 '*年代初，解放台湾已有计
划，前线总指挥为粟裕将军。后来朝
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
湾海峡，并于 /"'&年 %,月和台湾
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
人的插手使我们解放台湾更趋复
杂，必须再选择适当时机。

%")% 年 - 月北戴河又一次热
闹起来，不但来了许多领导，还来了
许多国防工业战线的人，有干部、有
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是来参加贺
龙、聂荣臻元帅和我的父亲罗瑞卿
主持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由于
%"'"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给国
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问
题，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就是放慢脚步、精
简项目以休养生息的方针。国防工
业开会落实中央的要求，会上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

在讨论原子弹研制项目时，许
多人因经济困难，苏联撤走专家，技
术复杂，难以突破，主张下马，先放
一放，待时机成熟再上马。也有许多
人认为不能下马，我们已经做了很
多前期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上
全国一盘棋的有力支持，要咬牙坚持
下去。没有苏联人，我们的专家、技术
人员早已下定决心自己搞出来。%")*
年 -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
收到苏联撤回专家的正式照会，主
席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
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
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支持这个
意见的人中有外交部长陈毅，他说：
赫鲁晓夫嘲笑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
子，我们再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搞
出这个东西。我的包包里一边装着
钱，一边装着原子弹，走到哪里都受
欢迎，我的腰杆就硬。国防科委副主
任张爱萍也说：叫花子还要有一根打
狗棍呢！争论的意见报上去，还是毛
主席和中央下了决心把原子弹研制
继续搞下去。

%")&年 %*月 %)日，我国终于
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听了
很高兴，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
重的奖章”。有了原子弹就打破了美
苏的核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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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刘少奇同家人在北戴河游泳

! &"'(年夏! 毛主席和本文作者的父亲罗瑞卿在

北戴河海滨中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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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月生于延安$ 抗战

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后入%八&

一小学'!!"$"年进入北京!中学

毕业后! 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

能系!!"'!年 *月转入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 毕业后分

配到国防科工委第 *&试验基地

研究所!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第二

次核试验!两次荣立三等功$ &"''

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 被停职$

&"+( 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当工

人$ &"+'年落实政策回到 *&试验

基地研究所!&"+%年调入国防科

工委机关!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任政委!之后又调入总

装备部后勤部任副政委!&""$年

被授以少将军衔$ &""'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