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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刚刚结束了在江西上饶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

毛泽东马不停蹄，沿浙赣铁路，直奔浙江金华，他将在

金华召集另一次地县负责人座谈会。在庐山会议和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对毛泽东而言，没有什么比

更多地了解基层情况更为迫切的了，因为已经发生的

一切都让他感到那么沉重，那么揪心。

1959年8月21日正午，毛泽东的专列，悄无声息

地停靠在金华火车站第三站台。带着一夜工作的劳

顿和思考的困倦，毛泽东疲乏地进入了梦乡。

就在毛泽东一路风尘仆仆赶往金华的时候，中共

浙江省委正在着手组织召集这次非同寻常的地县负

责人座谈会。

当时，省委正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准备随后的

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各地地委书记已经到杭州参加会

议。一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省委立即进行紧急商

讨，确定参加座谈会人员名单，并由已到杭州开会的

金华地委书记吕志先将省委的决定告知金华地委办

公室，要求地委立即通知到人，做好准备。同时，省公

安厅厅长王芳立即启程赶往金华，与江西省交接毛泽

东专列的保卫工作。金华地委根据省委确定的名单，

立即通知了梁长庚（时任金华专署专员）、沈芸（时任

金华地委副书记）、李子正（时任金华县委书记）、王新

三（时任兰溪县委书记）、马蕴生（时任永康县委书

记）、张复兴（时任衢县县委书记，后因路远遇上警戒

而没有赶上座谈会）。

中午时分，参加座谈会的人除了张复兴外，全部到

齐了。沈芸向大家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大家在座

谈会上，本着“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着重向毛主席汇

报金华地区及其有关各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及

人民生活情况。并安排几位县委书记着重汇报农业，

沈芸重点汇报工业，由梁长庚主要汇报财贸工作。

就在沈芸向大家布置座谈会的情况时，王芳已经

完成了与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安全交接工作，而毛泽

东仍然在休息中。

等待是折磨人的，而期待又难免使人生出许多不

必要的紧张来。

时间在无情地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书记们的紧张

情绪也在一分钟一分钟地加剧。好不容易等到了规

定的下午 3 时，沈芸、梁长庚、李子正、王新三、马蕴生

一齐来到了金华火车站，王芳走下专列接待了情绪一

度紧张的这几位书记，反复告诉他们毛主席是很亲

切、很随和的，请大家一定不要紧张。他一边说着，一

边拿了接见的名单又走上了专列。

毛泽东的专列又被称为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

主车及警卫车三部分组成。毛泽东及随行工作人员

在主车，主车上面可以办公、开会，像是一个流动的办

公室，那节车厢除了卧室、卫生间外，还有一个客厅，

里面摆着一张小方桌、几张沙发、几把椅子，此外，还

有两三个小房间是卫士和工作人员住的。因为车上

设备一应俱全，所以，毛泽东外出巡视途中可以不下

专列，而在专列上召开有关会议，接见人。

二
就在沈芸等人出神地望着专列时，王芳把他们领

上了专列。

因为连日的劳累，此时毛泽东还在休息。沈芸等

人被安排在办公人员的车厢里，摄影师侯波陪同大

家，有问有答地闲聊起来，不知不觉之中，书记们紧张

的心情略微松弛了一些。

晚饭是在专列上吃的，菜很简单，简单得让人不

太相信，几小碟小菜，外加一碟辣椒，这就是专列上的

晚餐了。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沈芸他们，毛主席也是

这样的伙食。

吃过晚饭后，太阳渐渐向远处落去，时针指向了

下午5时。

侯波又一次去了毛泽东的车厢，回来后面带微笑

地对几位因期待而有些心焦的书记说：“主席休息完

了，大家请吧！”说完，她过去操起那架早已备好的相

机。这位称职的摄影师几步跨上前去，站好位置，准

备拍摄一个动人的场面。

王芳领着沈芸等人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车厢。

毛泽东已经站在车厢门边等候了。

在王芳的引导下，沈芸、梁长庚走在前面，李子

正、马蕴生、王新三走在后面，几个人由于兴奋和激

动，竟忘了刚刚在心里已经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问

候，还是李子正机灵一点，见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忙不迭地说：“主席，您好！主席，您好！”

毛泽东摆动着他那厚大的手掌，不住地说：“大家

好，大家好嘛！”

站在几个人面前的毛泽东，红光满面，笑容亲切，

身穿一件已洗得褪了颜色的用杭纺制成的宽大睡衣，

脚上穿着一双旧拖鞋，这身打扮，使本来就十分高大

的毛泽东显得更为挺拔、伟岸。

毛泽东见大家傻愣愣地盯着他看，主动伸过手来，

与沈芸等人一一握手。这时，侯波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留下了一张领袖与基层干部在一起的精彩照片。

等侯波拍完后，毛泽东略略侧身把沈芸等人让进

车厢里面，一边指着放在长方形桌子边上的藤椅，请

大家就座，一边顺手拿起桌上的 50 支装的简装中华

牌香烟，递到大家面前，请大家吸烟。毛泽东如此平

易近人，使沈芸等人大受感动，马蕴生、王新三、李子

正从筒里抽出香烟，毛泽东见沈芸与梁长庚不吸，就

自己抽出一根，才把烟放回桌子原处。马蕴生赶紧站

起身来要给毛泽东点烟，毛泽东摆摆手说：“自己来，

自己来！”随后风趣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

东自己点着烟，慢慢地吸着，见大家都不点，就对马蕴

生、王新三、李子正说：“你们点呀，吸呀!”

马蕴生激动地点上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是

领袖递过来的香烟呀，马蕴生觉得这是他一辈子抽过

最香的烟了。

于是，大家围着桌子，在毛泽东边上坐了下来。王

芳坐在毛泽东边上，正对着毛泽东坐的是李子正，李子

正的左边是王新三，右边依次是沈芸、梁长庚、马蕴生。

待大家坐定后，侯波又给大家抓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悄悄退出车厢。这样，车厢里就只剩下毛泽东、

王芳及金华地县委的五位同志。

虽然几个人的名单早已送了上去，但毛泽东还是

要王芳给他一一介绍。王芳一边介绍，毛泽东就在纸

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还不时问上一两句，是哪里人

呀，什么时候南下的呀，在南方生活工作习惯不习惯

呀⋯⋯经过这般介绍，大家一点拘束也没有了，紧张

了半天的心情终于放松下来。

三
谈话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毛泽东首先问道：“你们这里农业生产情况怎么

样？”

沈芸回答：“今年农业形势很好，前几天下了一场

大雨，对农业生产很有利。”

李子正接着说：“形势很好，都是丰收。天上、地

上、水下都是丰收的。”

这时候王芳插话说：“常山县今年是‘五子登科’

呀！”

毛泽东马上很感兴趣地说：“哦，什么‘五子登

科’？”

王芳解释说：“‘五子’就是麦子、稻子、茶籽、橘

子、桐籽。今年‘五子’长势都不错，可望丰收呀！”

毛泽东赶紧推过纸去，要王芳把这“五子”写到他

的记录纸上，一边高兴地说：“这个好，发展要快一点，

要大力发展山上作物。”

随后，毛泽东又问：“食堂情况怎么样?”

几个县委书记说：“群众对食堂有些看法，差不多

都垮了，都散了。”

毛泽东说：“群众不要办，不办也好嘛！”

忽然，毛泽东话锋一转，问在座各位：“你们这里

有没有右倾哦？”

这一问，把大家给问住了。

过了一会儿，马蕴生迟迟疑疑地回答说：“有总有

的喔!”

这回答显然不能让毛泽东感到满意，他有力地做

了一个手势，坚决地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要实事

求是嘛！”

这时王芳又插话说：“温州有右倾。”

毛泽东略略停顿了一下，又把话题转了开去。

当讲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认真地说：“指标要留有

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当讲到稻子还未收完，尚处于估产时，毛泽东说：

“估产不能偏高。”

当讲到粮食收购任务时，毛泽东关切地交代：“千

万不要收购过头粮啊！”

当讲到水稻密植情况时，毛泽东指出：“水稻种植

不要太稀，也不可太密，适当密植就是了！”

当讲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而又幽默地

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啊。”

说着说着，毛泽东低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又问：

“你们这里市场恢复得怎么样了?”

几个县委书记答道：“市场基本恢复了，只是香

烟、肥皂还缺货，还有群众要求买小农具，也买不到。”

毛泽东听说小农具买不到，便仔细地记在纸上，

说：“烟不抽死不了人，肥皂没有也不会出乱子，可小

农具没有可不大好哦！”

地县的同志赶紧回答：“各地目前正在想办法解

决。”

毛泽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毛泽东又问王新三：“兰溪在哪儿？”

“在金华西北面，不远。”王新三说。

毛泽东又转过脸对马蕴生说：“你说，你们永康什

么最出名？”

马蕴生脱口说道：“五指岩生姜很有名。”

毛泽东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什么五指岩生

姜。你们那里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胡

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

马蕴生对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

为叹服。

毛泽东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

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

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

随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很重要啊！”

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你们永康还出了个刘

英，牺牲时还很年轻嘛。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

远纪念他的嘛！”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参加座谈会的地县委书

记们多想能再聆听几句领袖的教导，能再看几眼领袖

魁梧的身影，可四十几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

更加黯淡下来。

毛泽东一边吩咐身边的王芳去安排与诸暨县委

的联系，要求诸暨县委书记上他的专列来，一边站起

身来再一次与大家一一握手。这场不寻常的接见就

这样结束了，不寻常的座谈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一直把大家送到了车厢门口，嘴里不停地

说着：“谢谢，谢谢！”直到沈芸等人一一走下专列，毛

泽东还站在车门边朝他们挥手致意。

专列没有再作停留，迎着将至的暮色朝北边开

去。

沈芸等人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毛泽东的专列远去、

远去。

当专列停靠在金华
——追忆毛泽东主席在列车上赞评胡公

1959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在专列上接见金华地县负责人。接见期间，毛主席赞评了北宋名臣、永康先贤胡公（胡

则）。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与浙江》一书，该书由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辑，书中的《专列停靠在金华》一文，由王祖强按当时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沈芸、梁长庚、李子正、王新三的回忆综合整理。本次
刊载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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