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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后代的苏联印记》中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这批“
红色后代”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
　　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在异邦与陌
生的同龄人相依为命。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有地道的中国布防却透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情，幼时经历的风雨，使其一生
被打上无法除去的红色印记。
　　这群二战时期被秘密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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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嘉麟，中共党员，1976年5月生于上海，1998年7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本科毕业，获文
学学士学位。
2006年6月于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自1998年7月进入新华社对外部工作以来，参加了“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和平使命
一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演习、“合作—2007”中俄内卫部队联合反恐演习、神舟6号载
人飞船发射、“巾俄友谊之旅·中国行”等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
采访的政要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
等人。
2006年，主笔采写的新闻《侧记：“我看到了纯正的少林功夫！
”普京总统探访嵩山少林寺》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中国“俄罗斯年”中文报道新闻三等奖。
所撰写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多次在《嘹望东方周刊》《国际先驱导报》《环球》杂志等报刊发表，参
与编纂《“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大型画册》。
曾任新华社团委副书记，2005年被授予中直机关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2006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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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称“七部”）里，贺子珍正捧着毛泽东的来信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
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滚落下来。
信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字句，在眼中模糊起来。
　　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
我一切都好，勿念。
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
她不愿意相信这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但事实如此，信纸上的笔迹对她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其实，贺子珍并不是一个弱女子，相反，她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刚烈而闻
名的。
1927年江西永新暴动之后，这位“神枪女将”跟着革命部队上了井冈山。
长征时期，她虽然在贵州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身中十数块弹片，但依然顽强地从死神手中逃脱，并靠
着惊人的毅力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到了延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的弹片越来越影响到贺子珍的健康，进而使她无法全心工作。
此外，生育过密也牵扯了她很大的精力：继第五个孩子②娇娇（李敏）之后，她在1937年秋又再次怀
上了毛泽东的骨肉。
所有这些情况使她萌生了离开延安去上海治疗的念头。
　　同时，本来就作风泼辣的贺子珍，脾气越来越急躁，人也变得多疑，与丈夫经常就一些小事发生
口角。
正如毛泽东对她说的那样：“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一次，毛泽东和来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两人有说有笑。
贺子珍看到这个场面后一下子被激怒了，并和史沫特莱动起手来。
毛泽东在一旁批评妻子不顾影响，但贺子珍不服气，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身怀六甲的贺子珍于是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女儿娇娇，负气出走。
　　1937年10月，贺子珍来到西安，但她原先去上海的计划被迫取消：上海已陷入日寇魔爪，而其他
各地也形势吃紧。
一筹莫展之际，她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洛甫③的妻子刘英和其他几位同志路经西安，将去苏联治病
。
贺子珍心想，去苏联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那里先进的医疗条件有利于恢复健康
；另一方面，莫斯科还有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培训班，可以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
思前想后，贺子珍打定了主意，向延安方面提出赴苏联治病的申请。
　　毛泽东知道妻子的决定后，立刻写信慰留贺子珍，并派警卫员前去西安接她回来。
但倔强的贺子珍却让警卫员捎回了一方写了告别信的白手绢。
　　此后，贺子珍当年11月和刘英等人一起动身北上，于1938年1月抵达苏联，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
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
　　贺子珍到苏联后为自己起了个化名――文云④，这除了考虑到当时苏联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
关系因而不宜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因外，也是由于好强的贺子珍不愿顶着“主席夫人”的头衔而接受特
殊照顾。
　　贺子珍在“八部”为中国革命者开办的培训班学习，同年5月产下一个男婴。
不久后，她便忙着要做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以便解除后顾之忧，专心学业。
但经检查发现，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无法安全取出了。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在“八部”设立的少儿文化班学习。
因此，贺子珍便留心照顾起他们的生活，有时帮他们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
她还从每月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孩子们买这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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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贺子珍并没有点破自己的身份，而毛岸英和毛岸青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
照顾自己的。
　　就在贺子珍朝着自身预定的目标刚刚迈出步子，一连串的打击却接踵而至。
在莫斯科生下的孩子长到6个月时因患急性肺炎抢救无效而夭折，被葬在了“八部”的花园内。
悲痛欲绝的贺子珍几乎天天到坟头去哭。
而随其他同志从“八部”转到现在的“七部”后，她又收到了毛泽东宣布与她结束夫妻关系的亲笔信
。
对于贺子珍来说，接连两桩事情，特别是毛泽东再婚，让她原本坚强的个性彻底被打垮了。
虽然她在莫斯科听说去延安采访的苏联记者“见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不过仍心存疑虑。
但毛泽东此次来信证实了一切。
满脸泪水的贺子珍心想，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惟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女儿娇娇了，可她还在万里之遥的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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