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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龙飞虎

开国少将龙飞虎
（1915~1999），在长征、
抗战时期长期负责中央首
长的警卫工作，被称为“龙
虎卫”。他的女儿龙铮近日
写了父亲在重庆谈判、转
战陕北等历史重要事件中
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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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保镖”的戎马生涯（上） " 龙铮

都是红小鬼
父亲龙飞虎在长征中担任红一

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的科长，
负责侦察，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
边，给很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年%&月%&日西安事变爆
发。时任政治保卫局兼中央联络局
局长的李克农，选调正在红军大学
二科学习的父亲和邱南章、龙家桂、
杨家堡四个年轻的红军保卫干部去
保卫周恩来副主席，父亲为卫士组
组长。李克农伯伯专门提出，要父亲
全权负责保护好周副主席。当张学
良将军看到父亲时，问他：“你多大
了？”父亲大声说：“&%岁，老红军
了。”张学良笑了，说：“还是个儿童
团啊！”大家全笑了起来。周副主席
对少帅说：“都是红小鬼，上过井冈，
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父亲听后
心里暖暖的。

父亲在西安事变这一个月当
中，跟着周恩来会见了各界人士%''

多人次。他亲眼见到了周副主席是怎
样日以继夜地在“主战派”“主和派”
以及各种持枪荷弹、形形色色的人之
间斡旋；怎样晓之以理平息“兵变”，
挫败亲日派的夺权阴谋。周副主席
眼熬红了，嗓音哑了，常流鼻血。他
常和衣而卧，鞋也不脱，即使十分疲
劳仍以百倍精神完成党的任务。还
抽空向同志们讲解，什么是“民主大
义”，什么是“统一战线”，提高了大
家的思想觉悟和斗争策略水平。
之后，父亲就被周副主席调到

了身边，开始了在国统区十多年的
战斗经历。

绰号“老虎”
!"('年周恩来公开身份是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对内
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共南方
局书记。父亲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
第%)集团军总部参谋兼重庆办事处
交通科科长，对内是南方局保卫科科

长，“周公馆”党总支委员、分支部书
记、馆长，后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副秘
书长兼总务主任、行政处长，负责内
勤、保卫、财务和对外联络工作，并直
接负责保卫首长安全的工作。
到重庆后，周副主席住在曾家

岩一座小楼里，因是以个人名义租
下来的，当时被称为“周公馆”。八路
军办事处后又在红岩村建了办公地
点。重庆特务林立，工作环境险恶。
“周公馆”外和红岩村边布满了军
警、特务。办事处人员外出全有人跟
踪。市内更有便衣、流氓、兵痞及反
动右翼分子、青洪帮派人马捣乱。郭
沬若的回忆里这样描绘：到处闪烁
着“狼的眼睛，眼睛，眼睛……”

父亲做警卫工作，觉得责任重
大，对保卫工作及环境做了周密的考
虑和安排，每位警务人员都有明确的
任务。父亲还练就了一双好眼力，不
论特务怎样化装，他都能一眼认出。
周恩来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他不
休息，父亲就不打一个盹儿。
有一次，父亲两天两夜没合眼，

两眼熬起了红丝，但却始终以极强的
耐力、充沛的精神工作着。周副主席

说：“你真是一个虎虎生风、压不垮打
不倒的老虎呀！”从此大家都管父亲
叫“老虎”了。在紧急危难时，父亲和
战友们为保护首长安全都奋不顾身，
乃至用胸膛对着特务们的枪口。周恩
来、董必武、李克农等领导也会教给
大家怎样装扮成各类人物和各种本
领保护自己更好地完成任务。在办事
处的%'年中，我方的人和车没有一次
让国民党特务们“盯”死，保卫工作没
有出过一点差错。而在生死危难中结
下的革命情谊不仅融入了父亲的一
生，还延续到了我们后代身上。

重庆谈判
%"(*年)月国共谈判时，周恩来

把父亲推荐给了毛主席，指定父亲
和枣园保卫科长陈龙负责主席到重
庆谈判时的安全保卫工作。父亲任
副官处处长对外，陈对内。周副主席
对父亲说：“在重庆谈判期间，你必
须周密安排，一定做到万无一失。你
本人必须紧随主席，一步也不许离
开。”还进一步交代说，“你们不要管
我。一定要照顾好主席，主席的安危
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周副主席

在自己身边没有安排人。
每当我们全家人看着重庆谈判

时毛主席挥动手中帽子的照片，都感
到非常亲切。因为主席手里挥舞的大
头盔是父亲在香港、河内、海防接受
华侨捐赠物资时，戴了近一年的帽
子。这顶帽子原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司机、华侨林琼秀同志的。%"#"年他
送给办事处电台的郭正同志留念。郭
正见父亲常随周副主席外出，就将此
帽送给了父亲。回到重庆以后，父亲
又把它送给了周副主席。重庆谈判的
时候，毛主席的帽子不合适，周副主
席就把这顶帽子送给了毛主席。主席
还幽默地说：“我可夺人所爱喽！”
在重庆谈判中，毛主席在林园住

了两个晚上。当时蒋介石、蒋经国、宋
美龄也住在那里。林园原来是国民党
副主席林森的公馆。林森去世以后，
被国民党变成了政府招待所。这两夜
一天，父亲是没有闭过眼睛的。他晚
上就双手持枪，坐在门外警卫。某日
清晨，毛主席带着父亲在林中散步，
遇见了也只带着一个侍卫官的蒋介
石。他们礼貌地坐下来谈了一小会
儿。几十年后为了要拍重庆谈判的影
视剧，编剧专门来采访父亲，询问当
初两党领袖见面谈了什么？编剧最感
兴趣的是，他们当时是怎么互相称呼
的？父亲笑了笑，摇摇头答：“我不
说。”我们很不理解，父亲说：“两个当
事人当时都没有说，现在四个人当中
已经有三个人作古了，他们带走的东
西我必然要带走。因为这是党的原则
问题。也是人品问题。”

父亲在重庆谈判的(#天中，除
紧随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与蒋介石、
张治中等谈判做警卫外，还跟随毛
主席会见中外各界、各团体人士数
百人，包括各国驻重庆的大使们、各

国援华友好人士，还秘密接见了共
产党地下工作者（包括国民党政府
及军队中的）。毛主席还上门去见国
民党右派人士：何应钦、陈诚、陈立
夫、戴季陶等。父亲不明白，主席开
导说：“老虎，我们就是来和蒋介石
谈判的，对国民党右派的工作是不
能放弃的。”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到
重庆两天后，主席移至红岩八路军
办事处住。白天在桂园张治中公馆
办公。国民党派出一个宪兵排站岗，
明为保卫，实是监视。士兵们每天要
将毛主席与什么人见面，说了什么，
甚至表情与步伐如何都记录下来。
毛主席路过这些士兵都会问道：“叫
什么？多大了？参军几年了？家里几
口人？今年收成怎样啊？”等等，还会
主动与士兵握手。士兵们都流着泪
说：“做梦也梦不到毛先生会和我握
手。”每天上报材料里的话语不那么
机械了。国民政府怕士兵被赤化，每
一天调换一个排，却给了我们做工
作的好机会。谈判期间正值中秋节，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让父亲给宪兵队
的每人买了月饼、水果、烟酒和肉改
善生活。毛主席离开重庆在机场又
与每位士兵握着手说：“辛苦了，谢
谢了。”所有士兵都流了泪。
父亲也见到领袖间的相互关心

与友爱。在紧张的谈判与会见中，周
副主席事无巨细地安排一切事宜。毛
主席休息时，周副主席不仅要求大
家，同时自己也光着脚走路。在这段
重要时刻，父亲恪尽职守，缜密安排；
最长一次+天+夜没正式睡过觉，出色
地完成了保卫任务，受到毛主席表
扬，笑称他的副官们为：二龙一虎。二
龙是陈龙、颜太龙，一虎就是我的父
亲—龙飞虎。其实我父亲又是龙，又
是虎。主席又称为“龙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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