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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刘少奇》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匆匆动笔。
    本书的许多第一手真实材料，主要来自于过去同我父亲曾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前辈和中央文献研
究室典峥同志以及图们将军，在此表示课深的谢意！
书中选用的大部分照片为侯波、吕相友、吴印咸等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的摄影师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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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一遍遍地猜想着父母的模样，编织着同父母见面的情景，想着想着，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苦难
的童年。
1938年，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十一个年头。
可我这个小傻瓜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更不晓得他们的长相和身在何处。
因为这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家里养活不起的苦小囡，并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
 3月的汉口，阴雨绵绵。
而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既冰冷，又压抑。
我实在不知道这当牛作马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这挨打受骂的折磨何时有个休？
这童养媳的绳索会捆绑我多久？
 就在我在婆婆家度日如年，难以支撑的时候，奶妈和一个穿戴整洁的人突然来到婆婆家。
 我一看到奶妈，立即扑过去痛哭起来，嘴里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奶妈搂着我的头，边给我擦眼泪，边安慰我：“孩子，别哭了，妈这次来，就是接你回家。
”婆婆一听愣住了，奶妈赶紧同婆婆耳语了几句，同奶妈一起来的叔叔又把婆婆拉到门外低声说了好
半天。
奶妈在屋里给我换了一套衣服，又给我梳辫子。
嘴里不住地说：“这回好了，回家了。
”我紧紧地拽着奶妈的衣角，很怕她再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之后，叔叔给了婆婆一包东西，便带我离开了这个家。
 一出门，我头也不回，跟着奶妈、叔叔一溜儿小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走，快离开这个不是人呆
的地方。
此时的我，真的就像出了笼的小鸟，自由、轻松，又有点不知所措。
 拐过路口，叔叔对奶妈说：“给她照张相吧。
”照相？
我长这么大，从没照过相，也不知照相是怎么回事。
在大人的摆布下，我第一次坐在了摄影灯下，拘谨地照了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从照相馆出来，叔叔又让奶妈带我去洗澡、理发，之后给我换上了一套白褂蓝裤的学生装。
站在镜子前，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我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睁着一双迷惑的眼睛问奶妈。
奶妈高兴地说：“孩子，这回你可真要回到自己的家了。
”说着，奶妈的眼圈里涌上了一层兴奋的泪花。
 那位叔叔指着奶妈对我说：“她是你的奶妈，你还有亲生父亲，他在很远的地方。
这次我来接你，就是要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
” 她是“我的奶妈”？
我的“亲生父亲”？
我刚刚轻松一点的心，一下子又缩紧了，这是真的？
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不，她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卖到别的地方去？
”我紧紧抓住奶妈的手，扑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闹着要跟她回家。
 奶妈看到我这样，也泪如雨下。
她摩挲着我的脸说：“我真的是你的奶妈。
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妈也是没有办法呀。
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绝不会再卖你了。
”我转过头来望着那个人，好像要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只见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再看看奶妈，她那张饱经风霜，过早地布满了皱纹的脸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堆满了慈祥、温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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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我紧紧地抱着奶妈，抱着这位把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风里雨里疼我爱我胜过爱她亲生儿子
的奶妈不肯松开。
 奶妈离开后，叔叔把我送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一位叫夏之栩的妈妈接待了我。
她像早已熟知了我的一切，一边抚摸着我身上被打的伤痕，一边告诉我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延安。
延安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那里没有压迫，没有欺凌，没有苦难⋯⋯她说了许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新鲜事儿。
我的心早已随着她的讲述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延安，飞到了从我记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身边。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住了几天，我身上的伤痕开始一块一块地愈合。
我高兴极了，心想这里真好，不挨打不挨骂，大人们对我都那么和蔼可亲，延安也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延安,我就想到了爸爸。
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是高还是矮？
是胖还是瘦？
几经思索，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想像中的爸爸的轮廓：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慈祥的笑容，一双
大手把我揽在怀里⋯⋯爸爸，我的亲生父亲，虽然我们还不曾见面，但我的心一直处在一种久违了的
亲情之中。
还有妈妈，我的亲妈妈一定也在延安，和爸爸在一起。
此时此刻，爸爸妈妈一定也像我的心情一样，渴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女儿。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亲人在延安的孩子来到了这里，我们都急切地想快点启程，快点到达延安，快点
看到自己的父母。
终于，一天晚上，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把我们送上了一列开往西北的火车，告诉我们是去延安找自己的
亲人。
我高兴极了。
我们上了一节货车厢，里面有许多用稻草覆盖着的大木箱子，不知装的是什么。
大人嘱咐我们，如果有人查问，就躺在箱子上装睡，不要动。
夜，黑沉沉的。
我们乘坐的载货列车风驰电掣般地由武汉驶往西安。
我躺在封闭货车的木箱上，怎么也睡不着。
望着车的顶棚，一遍遍地猜想着父母的模样，一遍遍地编织着同父母见面的情景⋯⋯想着父亲母亲，
又不禁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一幕幕悲惨的经历浮现在眼前，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在我五六岁刚刚记事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养父、养母(奶妈)、我和弟弟就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着。
养父曾是当年武汉参加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早已失业，整天在外打零工、找活干，一天挣不了几个
钱，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养母则常常是一只胳膊挎着篮子，里边装着袜板和针线，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和我，到处揽活，替人缝
补浆洗，挣点钱糊口。
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明天住到那儿。
有时只有我们一家，有时又有很多人挤在一起，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
一年，我们住在一个破阁楼里，地上铺了些稻草和棉絮。
我正在出麻疹，发高烧。
养母看着我那烧得通红的小脸儿，想留在家里守着我，可又得出去找生计，于哄着我说，“好孩子，
你在家里躺着，妈干完活回来给你买一根油条吃，你好好等着妈，嗯?”我尽管害怕阴冷和孤独，可是
身不由己，只好点了点头。
养母带弟弟走了，我躲在草铺上浑身冷得直发抖。
昏沉中等啊，盼啊，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养母才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一进门就赶忙过来摸我的额头，然后长吁了一口气，“老天保佑，可算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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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养母看看我，又望望他，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明白了，妈妈又是一天没有找到活干，哪里还会有油条呢?城里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养父母带我们
离开了武汉，回到乡下的老家。
老家也穷，一个70多岁的奶奶守着一间破房子。
养父给人家打短工，我们仍要靠挖野菜度日。
我8岁那年，奶奶饿得骨瘦如柴，眼看就要不行了。
养母哭着对我说：“孩子，明天妈送你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
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回来了，妈有空儿会去看你。
”说完后，她的泪水簌簌地往下流。
我怎么能离开妈妈，离开家呢?家里虽然穷，日子虽然苦，但生长在穷苦中的我，心里不觉苦，因为我
有妈妈，有母女之情啊。
如今要离开妈妈去亲戚家，这怎么行?!我哭着闹着喊着：“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养母一边擦着泪水，一边劝我：“孩子，去吧，亲戚家的日子好。
”那时幼小的我，哪里知道被生活逼迫无奈的养母是送我去当童养媳啊!奔驰的列车，咣当咣当地响着
，这单调、机械的节奏，在我听来却成了“干活、干活、干活”的斥责。
我又想到了凶狠的婆婆。
自从我到了汉口这个“亲戚家”，我的身份一下子由女儿变成了女奴。
养母一走，婆婆就扔给我一把扫帚“干活”!每天天不亮，婆婆就喊我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
⋯一会儿指使我干这个，一会儿又吆喝干那个。
对我，她没有满意的时候，不停地咒骂，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
我的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儿时，养母给我扎了耳朵眼儿，戴上一对小耳环，婆婆总是使劲地揪我的耳朵，使耳朵流血化脓，都
要豁了，疼得我哇哇直哭。
然而，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
不久，婆婆的孩子，也就是我那个才l岁多的“丈夫”出天花死了。
婆婆把罪过推到我的头上，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整天拿我出气，动不动就打我一顿，一边打，一
边骂：“为什么不让你生天花死了，让我的孩子生天花?⋯不打死你这个晦气鬼，就难出我这口气!”
她气势汹汹，一手拿根竹子，一手揪住我的辫子，朝我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整天过度的劳累和挨打受骂，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在一次惊吓之后，我患了遗尿症。
这下子就更糟的，婆婆一发现我尿了床，就没头没脑地打。
然后逼我双腿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我的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冬天没有火，我跪在通风处，凛冽的寒风吹透我那又薄又破的衣衫，冻得瑟瑟发抖。
我光着的双脚和遮不住的小腿冻出一块一块的肿包。
不久肿包化脓成疮，流水结痂，一走路就像针扎一样的疼。
火车一声长鸣，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翻了个身，感到很疲乏，真希望能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
刚刚经历过的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眼前浮现。
这会儿，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和弟弟挎着篮子转垃圾堆、捡煤核、拾柴禾、挖野菜的情景。
偶尔捡到人家丢下的老丝瓜，我们会高兴地带回家煮煮吃，虽然嚼也嚼不烂，总还可以充饥。
一会儿又想到了养母。
以前，我只知道妈妈对我比对弟弟还亲，有了好吃的，不给儿子也要给我。
我身体弱，经常有病，一发起烧来，她就抱着我哭。
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透露过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们相依为命，度着艰难的时日。
突然，婆婆的骂声又不绝于耳，我回想起了自己掉在井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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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家的院角有口井，一丈来深，井口上没有辘轳，一根绳子拴在桶上，在井里灌满水后，全靠用手
往上提。
我们一象吃用的水都由我打。
有一天我去打水，因为头天又被婆婆毒打一顿，身上又疼又累，肚子也空。
当我由井里向上提水时，只觉得一阵头晕眼黑，身子随着水桶“咕咚”一声掉进井里。
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拉人力车的，这时正好在屋外修车，他听到喊声赶忙跑来，放下梯子把我捞了上来
。
出来后，我一连发烧了好几天，昏沉中，常梦到婆婆打我，不时发出骇人的惊叫。
那时，我真恨不得掉在井里淹死算了，免得活受罪。
呜，’又是火车一声长鸣，把我从痛苦的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
我更盼望早点见到父母。
于是问陪我们的叔叔：“什么时候到延安?叔叔笑着说：-陕了。
”快了，我很快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在西安，我们下了火车，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这里，我们同样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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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父亲刘少奇》是父亲诞辰1 00周年，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匆匆动笔。
本书的许多第一手真实材料，主要来自于过去同我父亲曾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前辈和中央文献研究
室黄峥同志以及图们将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书中选用的大部分照片为侯波、吕相友、吴印成等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的摄影师所拍摄。
遗憾的是，还有一些照片因作者不详故未能提名，还请摄影师们谅解。
江泽民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我父亲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少
奇同志一生不懈奋斗的历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2008年11月24日是我父亲诞辰110周年。
菊香书屋公司建议由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
我本想做些较大的改动，但我现在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虽然身体还可以，但再投入更多的精力修改
文章也确实有些困难。
加上我个人水平有限，很难写出父亲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很难写出父亲伟大坦
荡的胸襟、睿智的思维和无私忘我的崇高品德，所以只能在个别章节里做些调整。
这也是我的内疚和遗憾，望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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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毛泽东刘少奇的地位，是在我们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邓小平少奇在华中的工作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是血雨腥风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
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
以他的雄韬伟略。
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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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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