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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的叔叔胡乔木从 !"#!年 $月，任毛主

席的秘书，直到 %"&&年 '月与毛泽东在杭州
最后一次相见，在毛主席直接的领导下工作
了 $(年。叔叔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毛
主席的崇敬和爱戴。%"&%年以前，叔叔一直很
忙，没有时间和我谈话，更不会向我透露半点
“内情”。唯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软禁，
也就是他自称为被“冷藏”起来以后，才有了
更多的读书、看报、散步的时间，其中有一段
时间，我住在叔叔家，他和我谈话多了起来，
谈话的内容最多的就是他和毛主席一起工作
的日子。

%")(年 *月 !!日，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党
内指示《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第七点中
谈道：“国共谈判……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
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

那时，党中央感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已为期不远，但中央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
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抢在日本天皇
发表停战诏书的前一天，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
无条件投降，并照会同盟国的 *月 !)日当天，
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大家担心主席
的安全，多数人不同意主席去重庆。相隔仅几
日，蒋介石又于 $+日和 ,'日两次发电邀请毛
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如此迅速地摆出一
副要和平、民主的样子，是在将毛主席的军。

,&日，在枣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
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说：“去！到重庆去谈
判。”

我插话问叔叔：“主席去重庆多么危险
啊？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叔叔说，他也问过主席，主席说：“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主席做了最坏的准备，讲了两
种可能———有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但必
须做出一定的让步，第一批让出的资本是广
东至河南解放区；第二批让出的资本是江南
解放区；第三批让出的资本是江北解放区
……如果我们做了这么许多的让步还不行，
那么就只好“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了。

叔叔讲，主席说到这里愤慨地补充道：
“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最后，
主席满怀信心地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
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
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的。”叔叔随
主席一起赴重庆，参加了重庆谈判的工作。

确定去重庆谈判后，中央立即做了周密
的准备。主席不仅仅要叔叔做秘书工作，还要
他负责领导重庆《新华日报》，把该报的言论
和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协调
配合好。

在赴重庆前夕，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党内
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
谈判的通知》。《通知》提纲挈领地、系统地反映
了毛主席高超的斗争艺术。《通知》在通报了和
平谈判准备的概况后，突出讲了两点：第一点，
中共代表团去到重庆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
内战怎么办？《通知》中明确要求，站在自卫的
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点，
注意方式方法。《通知》说，不论何时，“又团结，
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
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
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月 ,*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陈龙
和叔叔一行五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
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
庆。毛主席一行住在位于重庆郊区一座三层
楼上的八路军办事处里。毛、周、王、叔叔都住
在二楼，叔叔的房间紧挨着毛主席房间。每天
晚上，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叔叔都要聚在
一起研究对策。这样的碰头，有时在主席的房
间里，多数在叔叔的房间里。
次日，紧张的谈判就开始了。这次谈判除

去中间停顿了 (天，历经三个阶段：前 &天，
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第二个 &天，为实质性
问题交换意见阶段，双方关于国民大会、解放
区、中共军队、释放政治犯、日军受降等问题
分歧很大，谈判很艰苦，斗争很激烈；最后 %)

天为达成协议阶段，共 )'天。
叔叔没有参加具体的谈判工作，他除了

陪伴主席之外，在重庆每天要通览当天的报
刊，了解各界对国共谈判的反应，掌握社会的
动向和时局的发展。

叔叔说：“有人说，我到重庆是传达《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不是的，
传达‘讲话’精神是何其芳、刘白羽的任务。我

是负责《新华日报》言论工作的。”
《新华日报》是重庆人民了解国共谈判的

重要渠道。叔叔在报社编委会上讲，陈布雷要
求国民党《中央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登得
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
尽量缩小国共和谈之事的影响。毛主席则要
求《新华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多发评论和消
息，尽量把报纸搞得影响大一点。

叔叔在了解《新华日报》读者的情况后
说，要扩大读者面，要增加发行量，吸引群众最
常用的办法是办好副刊，改变脱离群众、板着
面孔的样子。当时重庆上演了很多美国电影，
他让大家都去看看，星期六辟个栏目介绍一部
比较好的电影，对星期天看电影的人起个引导
作用，这样报纸的读者群体就会扩大了。

毛主席到重庆的当天，《新华日报》发了
社论和号外，叔叔特别称赞号外发得好，形式
机动灵活，有强大的穿透力。毛主席下午 '时
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下午 )时许，“号外！号
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报童的喊声就
传遍山城，整个城市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国共谈判双方争论得最厉害的两个问题
是解放区和中共军队。国民党在各地散布共产
党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中间民主人士
对我们的不满。开始我党提出保留 )*个师的
要求，中间民主人士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
赃会议”。叔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是我们
舆论工作没有做好。要告诉大后方的人民和中
间民主人士，我们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已经不是
%",-年时的情况，也不是 %"'-年时的情况
了。解放区有一亿多人口，有一百万军队、两百
万民兵，这块土地是我们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
拼命夺来的。要告诉他们，在和谈中，我们要让
出一些解放区来，缩编一些军队。还要告诉他
们，阎锡山派了 %'个师去抢晋冀鲁豫解放区
的山西长治地区的 &个城市，引发了国共两党
的上党战役。对阀锡山这样的抢夺，我们就得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只要我们加强舆论宣传，
告诉他们实情，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后来当我
党让至 )'个师的时候，中间人士表示理解和
赞成我党的态度。最后看见报纸报道我党让至
,+个师的时候，许多中间民主人士开始为我
们担心，怕我们吃了亏。

毛主席虽然深入虎穴，但从容自若，从不
放过接触各界人士的机会。叔叔随毛主席、周
恩来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冯玉祥和赫尔利，还
广泛地会见了各界人士。在张治中腾让出来的
桂园住所，叔叔随毛主席接见了美国航空队
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援华团体的
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拜访一些外国
驻华使节，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通过这些
活动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推动重庆谈判。

叔叔对毛主席在外交活动中襟怀坦荡、
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妙语如珠的个人气质推
崇备至，这不仅使谈判者无拘无束，同时，在
风趣的谈吐之间巧妙地表明他的态度。例如，

叔叔讲，毛主席接触最多的外交使节是苏联
大使彼德洛夫。苏联大使宴请他时，毛主席对
他说苏联对我们帮助很多，蒋介石开始以为中
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还
说赫尔利访问延安出尔反尔，言之无信，真正
对我们帮助大的还是苏联。席间主席话锋一
转，说：“大使先生就是胆子小了一点，使馆请
我们吃饭要走———后———门。”彼德洛夫窘迫
得无言以对，只得苦笑地点点头。又如，在赫尔
利背弃“五条协议”后，包瑞德劝毛主席不要顶
撞赫尔利。毛主席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
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
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毛主席表面上没有回答
包瑞德的要求，但却给出强烈的信息：我们共
产党人是坚持自己路线的，是不会畏惧的。

在此期间，上党战役打打停停，打了一个
多月，%+月 %,日，生俘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全歼来犯的阎锡山部队 '(+++人，遏制了国
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
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对协议的签订起了重
要的作用。

叔叔说，在重庆，毛主席十分关注上党战
役战况，每天战况通过电台接连不断地送到
他的手里。"月 -日，敌十九军被围长治。%+

月 (日我军围城打援，全歼援军 &+++多人于
屯留城。

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地对叔叔说：“打得
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越
大。”主席还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和蒋介
石谈判，决定问题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
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他总是明里谈，暗里
攻。”“他们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
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
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月 %+日，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
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
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被称为《双十协
定》。毛主席 %+月 %%日上午 "时偕王若飞在
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返回延安。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年 &月，耗时一年八个月完成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在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叔叔因为负责起草
“历史决议”累病了，住进三 .五医院休养。看
到他一篇接一篇地起草文件，我很想知道叔叔
对自己的文字工作是怎样看的。我问叔叔，他
文章写得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没有想到他
毫不迟疑地说：“是在延安，在跟随毛主席转战
陕北的年代。”他接着说：“那时，在战争条件
下，在不停的转战途中，时间非常紧迫。我专心
致志，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无论是晚上散步，还是在书房里谈话，叔
叔每当谈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便兴奋得滔
滔不绝。叔叔讲起那时候的事情就像摆弄线
团，今天揪起这个线头，过两天又扯起另外—

个线头，看似随意，实则不然。
叔叔讲，当时留在陕北的党中央只有几

百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分队。陕北土地贫
瘠，地广人稀，生活非常艰苦，有时不能同时
找到几座大窑洞，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陆
定一和叔叔五人就挤在两间半相通的窑洞
里，周总理、陆定一和叔叔住在中间窑洞，三
人睡在一个炕上，任弼时睡在半个窑洞里。

叔叔还讲道，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遇到
过一次最大的危险。那时，在取得青化砭、羊
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西野主力多在
陕北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寻机歼敌。毛主席密
切关注着全国和陕北的战局，全国各地每天
都有电报来往于中央和各战区，特别是毛主
席与彭德怀的来往电报，有时一天多达数封。

国民党利用美国先进的电台侦听设备确
定了毛主席在王家湾一带，刘戡的二十九军率
四个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镇向王家湾扑来，
敌人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有一个山头。那天夜
幕降临，乌云密布，下起小雨，小分队在漆黑的
雨夜里行军。到了上坡时，黄土路滑得更厉害，
大家走得更慢了。敌人离他们很近，能看到沟
对面的山上燃起的火堆，听到敌人哨兵的喊话
声。带路的老乡迷路了，小分队无法前进，只得
原地休息。叔叔讲到这儿，停顿一下说：“参加
过长征的战士说，这比长征时还惊险。”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雨顺着脸直流到脖
子里，衣服早湿透了，山风吹来，人冷得发抖，
周围是国民党大军在围剿，小分队八九个战
士靠在一起，把毛主席围在当中。毛主席披着
雨衣站在人群中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风
雨不透啊！”大家都默默地笑了。

叔叔说，这是毛主席特有的性格，越是面
临危险，他越冷静，有时还要幽默几句。有时
你着急，他反而坐在那儿，点上一根烟，一口
口地吸着，像没事儿一样。

天大亮时，小分队翻过梁顶，走进天赐
湾，在那猫了几天，待确定周边的敌人向北开
拔后，才回到小河村，就这样又一次挫败了敌
人的围追堵截。

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毛主席如何靠文武
两条线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时说，“武”的一
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
通过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指导舆论。在转战陕
北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
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
项重任。新华社一分为二，毛主席把由范长江
率领的“四大队”留在身边的“小分队”里，把
报纸紧紧地抓在党中央的手中，及时有力地
对整个战争进行指导。新华社的中心还是在
陕北。毛主席在这个时期打电报，写新闻、评
论，撰写和修改文稿有一百余篇，达到了他一
生中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高峰。例如，《中原
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
练，古今中外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

%")-年是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的一年，叔叔在这年
的 (月 %"日到 %%月 /+日，挥笔不辍，先后写
了《祝鲁西大捷》《破车难开》《蒋介石的秘密演
讲录》《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蒋介
石解散民盟》和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所做
长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共 %)篇新
华社社论、评论和重要电文。陕北新华广播电
台发出的声音，对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极大的
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沉重的打击。叔
叔讲到自己每天行军，还要阅读电报，写新闻
稿、写评论和社论时说，那时处于大革命胜利
的前夜，他一天有使不完的劲。

从 %")- 年 ' 月 %* 日撤离延安起，至
%")*年 )月 ,%日收复延安，在陕北转战整整
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时间，不但粉碎了胡宗南
的疯狂进攻，也获得了挺进中原的巨大胜利。
主席没有返回延安，而是从吴堡县东渡黄河，
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的指挥中心，解放战争战略大决
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年 -月 ,"日—%")"年 %+月 %日，
叔叔先后写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
第三年的任务》《庆祝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
《北平解放》《庆祝上海解放》《旧中国灭亡了，
新中国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 %-

篇社论和评论。一篇篇文章反映了当时胜利
进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
入，势如破竹的气势。

%")"年 &月 ,)日，叔叔被任命为中宣部
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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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贻志

叔叔胡乔木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乔木同志

曾担任毛主席的
秘书长达二十余
年，其间，伴随过
毛主席“深入虎
穴”，赴重庆谈
判，也曾亲笔起
草许多重要文
件，对毛泽东思
想认识深刻。今
年是胡乔木同志
诞辰 100周年
暨 逝 世 20周
年，《纵横》杂志
社特别邀请胡乔
木之侄胡贻志，
对胡乔木同志伴
随毛主席工作的
几十年的若干片
段进行回顾，以
作纪念。

" #%&%年 '月%胡乔木随毛泽东步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 (%&)年 *月%胡乔木!右二$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