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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乐信口述 陈瑞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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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两次

幸福机遇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年
我20岁，作为潍坊特别市的两名团员代
表之一参加了会议。

团的一大4月11日开幕，4月18日闭
幕。会议地址是北平市里的校尉营礼
堂。与会340名代表中有战斗英雄、劳动
模范、优秀学生。在大会闭幕式上，主席
团宣布：明天要到香山见毛主席。顿时，
会场沸腾起来，人人欢呼雀跃。

4月19日上午8点，我们分乘十几辆
大客车，向香山进发。上午9点左右到达
香山，大会负责同志告诫我们，一定要
将队伍排列整齐，不要随便靠拢主席，
不准照相，更不准随便与主席握手等
等。我们在一个广场上等了一会儿，便
见警卫人员迅速分散到各警戒岗位，毛
主席在冯文彬等同志的陪同下，面带笑
容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他亲切和
蔼，神采奕奕。广场上顿时暴风雨般的
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频频举
手或鼓掌向代表们致意。毛主席穿戴很
朴素，头戴一顶灰色军式单布帽，高大
魁梧的身上穿着灰色军式棉大衣，不时
地转身向各个方位的代表们致意。陪同
接见的还有在北平的许多中央领导同
志。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做梦也没想
到，自己三年前还是在烟台一家私营铁
工厂学徒的穷孩子，今天却能当面见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那次的团代会上，我们还见到了
好多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穿着也都很朴
素，说话亲切平易近人。例如蒋南翔同
志，听说是位很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
见到他时，身上穿的棉袄已经很陈旧
了，说起话来从不咬文嚼字。陆定一同
志在谈话时希望我们青年团的办事机
构设置要精简，他打比方说：“假如我们
的眼睛有了毛病，不能请两位大夫，让
他们一人看左眼，另一位看右眼。”更难
忘的是当时已经40多岁、身体胖胖的廖
承志，在会议休息时与荣高棠同志身上
系了红绸，领着我们扭秧歌，有时还做
个鬼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从4月18日团代会闭幕，到5月4日再
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中间半个月的
时间，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我们仍然
逗留在北平。当时团中央为我们安排了
许多活动。还记得时任炮兵司令员的肖
华同志在参加团代会后，邀请我们到天
津参观解放军炮兵队伍，也在那里见到
了刘少奇同志。

5月4日，我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
年代表大会。大会上有来自全国不同地
区、不同职业、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
同民族的552名代表。记得与会代表中，
主席团特别介绍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
义的刘善本，事后了解到他还是我们昌
潍地区的老乡。毛主席不仅为大会题
词，还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
导同志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我们。

事过半个多世纪，如今已是耄耋老
人的我，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的接见，依
然幸福无比。

王泰昌是山东省宁阳县
泗店镇泗店村人，1 9 4 8年参
军，1949年入党，原为第三野
战军步兵第30军战士，先后参
加了淮海战役和攻占上海等
战斗，两次荣立三等功。1950

年2月3日，根据华东军区前线
委员会决定，王泰昌随所在的
步兵第30军调归海军序列。因
为认识几个字，他有幸入选海
军学校学习，校长就是电影

《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夏
光。1950年7月，毕业后的王泰
昌被分到了英雄舰“洛阳”号
上担任了25炮炮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海军
最大的作战舰艇仅为护卫舰，有

“南昌”、“洛阳”等14艘，各舰来
源、规格不一。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我国自行建造的护卫舰服
役海军以前，洛阳舰和其他护卫
舰一直是海军作战的主力，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多次参加战
斗，英勇杀敌立功。毛主席曾先
后三次登上洛阳舰视察，并亲笔
为洛阳舰题词。

1953年春节，王泰昌所在的
“洛阳”舰和另一艘“长江”舰正
停泊在上海吴淞口。除夕夜，正
当大家准备过年时，突然接到上
级命令，军舰立即起航，接受重
大任务。正月初一凌晨，军舰缓
缓驶离上海，谁也不知往哪儿
开。天明时舰到镇江，大家心中
都纳闷儿：咋开到长江里来了？
稍事停留后，军舰又溯江而上，
正月初三到了汉口。这可是个繁
华的口岸，尽管大家都想上岸看
看，但因公务在身，谁也没下舰。
正月初五一大早，命令下达了：
全体官兵集合站泊！待一切准备

就绪，只见毛主席手臂上挽着大
衣，健步登上了“长江”舰。建国
以后，毛主席一直牵挂着海军建
设，这次是专程来视察海军的。
两舰的官兵们极力掩饰着自己
的情感，任凭泪水静静地流淌。
毛主席亲切地向官兵们挥手致
意：“同志们好！”官兵们齐声高
呼：“毛主席好！”

正月初七，也就是公历2月
20日，编队到达九江，下午2时30

分，毛主席登上了王泰昌所在的
“洛阳”舰，来到了战士们中间。
他老人家和蔼地询问战士们衣
服够不顾穿，吃饭习惯不习惯，
津贴够不够花。在和官兵座谈
时，毛主席深有感触地说：“你们

海军太艰苦！”叮嘱干部要爱护
好战士。军舰过小孤山时，毛泽
东站在“洛阳”舰上，举着军事望
远镜凝望他30年前到过的地方，
语带双关地说：过去这边的水道
很窄，现在变宽了，水道变了，世
界也变了。当毛主席得知“洛阳”
舰排水量只有1000吨时，他在沉
思中对战士们说：“将来我们的
海军要有大舰！”毛主席在舰上
生活俭朴，和战士吃一样的伙
食，最多是加一个辣椒。在舰期
间，应舰艇官兵的要求，毛主席
挥笔为军舰题词：“为了反对帝
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
强大的海军！”2月21日，题词公
开发表，从此成为加强海军建设

的指导方针，载入了海军建设的
史册！

战士们都想和领袖合个
影，但想到毛主席日理万机，又
不忍心打扰他老人家。毛主席
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请求，就
答应和大家合个影。2月21日，

“长江”舰航行至安徽安庆时，
在安庆码头停留了几个小时，
毛泽东先与“长江”舰上的官兵
合了影，又上“洛阳”舰与该舰
官兵合影。王泰昌个子不高，他
灵机一动上了炮塔，选了个较
好的位置。摄影师待大家都站
好了，“咯嗒”一声按动了快门，
毛主席和海军战士的身影，便
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瞬间！

我在洛阳舰上与毛主席合影
毛主席曾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从

此成为加强海军建设的指导方针，载入了海军建设的史册！那么，这个题词是在什么情
况下题写的呢？我们走访了海军“洛阳”舰老战士王泰昌。在他的大半生中，最令他自豪
的是，作为海军方队一名战士，有幸参加了国庆一周年大阅兵，而且手中珍藏了一幅与
毛主席在“洛阳”舰上的合影。

□侯中兴

毛泽东“又食”山东鱼
□戴永夏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对食鱼的事总是津津乐道。他生前特别喜欢
吃鱼，尤其是各地的名贵鱼，他吃的多，见识也广，常常在谈笑间留下辉煌诗篇。有一次，
他吃过鱼后，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太多，死后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
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
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生前究竟吃过多少鱼，
本人寡闻，无从知晓。但山东有多种名贵鱼都曾经受其“恩顾”，却是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但渗透着毛泽东思
想，而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亲自实
践的范例。

12月28日(周六)上午9:30，为纪
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众讲
坛邀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开扬带来题为《看千古词人共折
腰——— 毛泽东诗词境界》的讲座，将
带听众一起领略这位伟人的诗词魅
力。王开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专著有《汉字现代化研究》。

讲座时间：12月28日(周六)上午
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毛泽东诗词境界

大众讲坛预告>>

团代会合影

■泰山赤鳞鱼毛泽

东能辨真假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
罗瑞卿和徐州市市长张光中等
人陪同下，到徐州视察工作(当
时徐州属山东省)。他们登上云
龙山，在谈及徐州风物时，毛泽
东说：“徐州的四鼻孔鲤鱼天下
驰名。”主人对“伟大领袖”的话
心领神会，就餐时，专门让厨师
烹制了一条微山湖产的“四鼻
孔鲤鱼”。毛泽东吃得非常高
兴，说“果然名不虚传！”

在山东泰山，有一种泰山
赤鳞鱼，为鱼类珍品，也是中国
五大名贵鱼之一。据《泰安史
志》记载：“赤鳞鱼是历代帝王
来泰山封禅御膳中的珍馐佳
品。”这种鱼生长在海拔300～
800米的泰山溪涧中，成鱼一般
体长20厘米左右，肉质细嫩，味
道鲜美，香而不腥，营养丰富。
用它烹制的佳肴，除味美外，还
有很高的滋补和药用价值。据
说毛泽东对此鱼青睐已久。有
一次，他到泰安视察，点名要吃
泰山赤鳞鱼。当地负责人立即
派人到山上捕捞，结果只捞到4

条。他们觉得太少，又到别的水
库捞了几条样子和赤鳞鱼差不
多的鱼充数，放在一起烹制了

一道名菜。结果毛泽东只吃了
那4条真赤鳞鱼，其余的都剩在
盘里。毛泽东对赤鳞鱼的偏爱
和识鱼的硬功夫，让许多人惊
叹不已。所以当1958年5月他视
察江南路过泰安车站时，泰安
县委书记、县长借到火车上汇
报工作之机，送给他满满一帆
布桶(内装山泉水，便于赤鳞鱼
存活)泰山赤鳞鱼。

■毛泽东青岛品仙

胎鱼“仙骨”听传说

还有一种比赤鳞鱼更为
稀少的鱼叫仙胎鱼，产于青岛
崂山的白沙河及山下涧溪中，
为青岛的名贵特产。这种鱼体
长3～4寸，重1～2两，肉鲜美，
无腥气，且有黄瓜的清香，为
宴席上的绝佳美味。它在水中
游疾如矢，性畏阴影，身体透
明，所以很难捕捉。在明代，它
曾作为贡品向皇帝进贡。而它
被毛泽东赏识，是在1957年。

1957年夏天，毛泽东说到青
岛避暑，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
间内，他整天忙于主持会议，部
署整风反右，撰写重要文章
(《1957年夏季的形势》就是这时
写成的)，工作相当辛劳。为了照
顾好主席的身体，省里和青岛
市的领导都对饮食工作高度重

视。他们听毛泽东的随身厨师
韩阿富介绍，毛很喜欢吃鱼，特
别喜欢吃小鱼，不喜欢吃海鱼。
于是，他们便想让毛吃上当地
特产仙胎鱼。当时的山东省委
书记谭启龙把这一“政治任务”
交给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矫
枫，而矫枫则派人到崂山北九
水去用手榴弹炸鱼。仙胎鱼搞
到后，又请青岛市最好的厨师
季树昌来烹调。季树昌根据仙
胎鱼的特点和自己的经验，专
门给毛做了一道仙胎鱼汤。毛
泽东一尝，果然味道不错，高兴
地说：“仙胎鱼还真有‘仙骨’，味
道确实很美。”饭后，他又接见
了这位季师傅，亲切地握着他
的手说：“你做的菜很好吃，谢
谢你。”季树昌见他兴致很高，
便讲了三个有关仙胎鱼传说故
事……

季树昌讲的第一个故事，
说这仙胎鱼是一位皇帝抓了
一把柳树叶撒到水中变成的。
毛泽东听了摇了摇头，流露出
些许不屑。因为他一向蔑视封
建皇帝，对颂扬这些“害人虫”
的传说显然不感兴趣。季树昌
接着又讲了第二个故事，说这
仙胎鱼是一位美丽少女变的。
这位少女为了救助其他女子，
让凶残的山神不再滥杀无辜，
毅然跳下悬崖自尽，死后化而

为鱼。毛泽东听了微笑地点点
头，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出对为
民献身英雄的钦佩。季树昌讲
的第三个故事说，这仙胎鱼来
自“八仙”中的何仙姑之手。这
位仙姑见崂山的水中无鱼，便
想为崂山添道风景，于是从千
年崂山参上捋了两把种子，撒
向 溪 流 变 成 了 美 丽 的 游
鱼……毛泽东对这个传说也
很感兴趣。因为对为民谋利造
福的人，他一向大加赞扬。

为了让毛泽东吃得开心，
季树昌除做仙胎鱼汤外，又换
了一种做法，用鲜黄瓜把仙胎
鱼肉包起来生吃。这道菜味道
更为鲜美，毛泽东吃得津津有
味，边吃边听季树昌介绍这道
菜的典故。随后的日子里，季树
昌便变着花样给毛泽东做仙胎
鱼吃。他的夫人江青也深受其
影响，每次到青岛，都提出要吃
仙胎鱼。有一次她又去青岛，为
了吃到仙胎鱼，还专门派了一
个排的战士到崂山河溪中捉
鱼……

江青的人马捉没捉到仙胎
鱼，本人不得而知，只知道近些
年来，这种鱼的数量越来越少，
以至濒临灭绝。一般人到青岛
可以登崂山，洗海澡，吃海味，
但想吃到野生仙胎鱼，恐怕真
要“难于上青天”了。

王泰昌提供的当年与毛主席合影照片。侯中兴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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