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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访苏时，曾争取与斯大林在思想上进一步沟通，斯大林也多次揣摩毛泽东的心思，但双方的努
力始终没有结果⋯⋯    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处理匈牙利事件时，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刘少奇的发言尤其精彩。
王稼祥翘起大拇哥，说：棒！
真棒！
    周恩来访苏赴宴时，赫鲁晓夫等人一再向其劝酒，他终于不胜酒力，头号晕、呕吐。
事后，他主动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毛泽东说⋯⋯    斯大林曾多次向彭德怀询问朝鲜战场上一件重要的
事情，彭德怀默不作声，无论斯大林怎样追问，他始终一言不发。
事后，师哲越想越觉得彭德怀高明：机敏过人！
品德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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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哲（1905年6月－1998年8月），陕西韩城井谥村人。
1919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春投笔从戎参加国民二军，同年被选送到苏联基辅军官联合学
校学习。
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秋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学习。
1929年底分配到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1938年秋回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
1940年春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等处工作，1945年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
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兼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俄语学院院长，外文出版社社长
。
1957年秋下放到陕西扶风。
1962年受迫害，被隔离审查。
1982年平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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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毛泽东的情愫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同他接触越多，了解得越多，也就越加敬佩他。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
益是深厚而广博的。
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采韵味，都在我的眼前，永不离去。
    1940年初，我随周恩来、任弼时一同回国到了延安。
我1925年去苏联学军事，原本打算学两年就回国，但被稽留了15年，早已归心似箭，此时得以实现，
我的激奋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可是临回国时，共产国际却给了我一个使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然
后回共产国际去汇报。
因为周恩来在共产国际说中共打算在1940年召开“七大”，在当时情况下，派一个外国人到延安执行
此项任务多有不便，所以就把任务交给了我。
我心里想的是再也不离开祖国了，所以接受这一任务并不愉快，又不能拒绝，转念想：回国再说，还
不定怎么变化呢。
我这一使命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外没有人知道，我1985年写回忆录时才开始透露出来。
    1940年3月23日到达延安。
刚进入边区，周恩来就和毛泽东通了电话，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同毛泽东面谈，毛泽东当然掌握了我
们一行人的一切情况。
毛泽东本来是夜里办公，白天休息到午后，但24日(即我们到达的次日)他早早起来，在窑洞前活动腿
脚。
周恩来带着我去见毛泽东。
我们离开蓝家坪，过了延河，向杨家岭走去，远远就看见了毛泽东那高大身躯，当我们走近时，他微
笑着迎了上来，先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转过身来又同我握手。
我握住他的手，心里激动万分——啊!这就是我在共产国际看到的斯诺所摄照片上的毛泽东，这就是我
们朝思暮想的、做梦也想见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现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大手
，改天换地的大手!!    在这样一位伟人面前，我不免有些拘束。
毛泽东显然是觉察到了，为缓和气氛，他打趣地说：“你的面孔像××，你的风度像××。
”    他说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没记住。
机智的周恩来赶紧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    毛泽东话锋一转，问我：“你是哪里人?”    “陕西韩城人。
”我回答。
    毛泽东立即接上：“哦，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嘛!”    我首先是惊讶，接着就觉得他一下子把我和他拉
近了。
我不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佩服，是崇敬，还是亲近?或者三者都是!我不知道毛泽东的知识有多么渊博?
脑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他能同任何人找到共同语言，高深莫测啊!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韩城境内的
龙门，谈“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又谈黄龙山的走向，自西向东，绵延至韩城境内，谈
黄龙山命名的起因，说延安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
我前面已有的感觉又大大加强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在我心目中已有的威信和高大形象更具体化了!    我光听着犯傻也不行啊，我就说：“小时候听说黄
龙山是土匪窝子。
”    毛泽东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就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    这使我想起幼年时，家乡父老遭土匪祸害，民不聊生的情景，就说了些“跑贼”的事，还说韩城
老百姓把杨虎城叫“杨九娃子”(“九娃子”是杨虎城的乳名)。
    毛泽东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我只简略地谈了一点，但是已经很够了，他已经对我有了基本
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住我了。
    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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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口称“是”，心里在想：我再也不去“吃面包”了，您能留我“吃小米子”就好了，您的意思
是不是要留我呢?我想说“我再也不离开祖国了”。
转念一想：身负使命，也不是自己说了算数的，于是只好什么也不说。
    回到延安以后，“七大”的召开却推迟了，我的名义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大部分精力是为毛
泽东做俄文翻译。
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每年要到延安来一两次，1942年末又一次飞来时，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要
我返回国际去汇报工作。
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接着目视着我，意思是问我的态度。
我当即说：“我不回去!”    毛说：“那好，你同他讲。
”    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我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如此紧张，任务十
分繁重，这里很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    毛泽东知道我不愿再离开中国，虽然没在我面前表示什么，但我知道他放心了；我也知道毛泽东
需要我，我也放心了。
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捎口信催我返回国际时，我都照样回绝了。
毛泽东曾对任弼时说：“师哲在苏联那么长时间，留在国内作用更大，如果国际一定要中共派人去，
我们有的是干部，可以派别人去嘛。
”    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了，当我把国际关于此事的电报读给毛泽东听时，他很兴奋，说：“他
们做得对，我早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
”接着又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
”我当然更有此感。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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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由毛泽东主席的翻译师哲口述，师秋朗整理而成，全面而详细地向读者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新中国成立时的一批高层领导人物的事迹和他们的情感，讲
述了他们为新中国付出的艰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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