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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 70 年前，在解放
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
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
七届二中全会。这是我党
为建立新中国而举行的一
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
议，有三支部队参加了这次
会议的警卫工作，为保卫会
议顺利举行做出了突出贡
献。

严防死守
具体负责七届二中全

会会务工作的，是时任中央
办 公 厅 主 任 等 职 的 杨 尚
昆。1949年2月下旬，杨尚
昆找来警卫处处长汪东兴
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
等人商讨安全问题，焦点主
要集中在两个问题：小规模的特务破坏、暗杀，国民党空军轰
炸及空降。另外，还要防止敌军溃散部队可能的窜扰。

华北地区公开的敌人已基本被消灭，但敌人的残余力量
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北平和平解放后，部分反动分子流窜
到河北地区，特务活动仍然十分频繁。而1949年初时，国民
党伞兵部队共有三个团，实力较强，具一备定的空降能力。

1948 年 5 月 18 日，国民党飞机曾突然轰炸阜平县城南
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所幸毛泽东安然无恙。杨尚昆回
想起来，仍有些后怕。

根据研究结果，杨尚昆向周恩来建议：增派部队加强警
卫力量，执行反袭扰、反轰炸、反空降任务。军委作战部根据
周恩来指示，立即电令华北军区和四野司令部，要求抽调相
应部队参加全会警卫。

当时，中央警备团已有7个连进至长辛店，准备进入北平
城进行接管和警卫工作，留在西柏坡的还有7个连共千余人，
全部参加警卫工作。

汪东兴和刘辉山经过商讨，决定在以前警卫布置的基础
上，加强以会场为中心的两层外围警戒，在所有的交通口、桥
头设置岗哨，严格检查来往行人，并增派巡逻哨于各固定岗
哨之间进行活动，限制外来的生人进入内线警戒区。核心区
常设29个岗哨，设在出入村庄的路口、首长驻地、首长经常往
来的街道及村内山上的制高点等处。

虚惊一场
在全会召开的前三天，杨尚昆突然接到李克农从北平传

来的消息：敌特策划了刺杀毛泽东、朱德的阴谋。杨尚昆随
即召集相关人员研究对策，决定对书记处附近的人员立即进
行一次重新审查。同时决定在开会期间，对各机关的会客加
以严格限制。就在此时中央警备团在洪子店带拘押了几个
从北平逃出来的形迹可疑的人，刘辉山将这几个人严密关
押，仔细审问。为了防止敌机空袭，警备团重机枪连在山头
上设置了对空射击阵地和对空警戒。由四野调来的高炮二
团连，也归中央警备团指挥，在外线布置了对空射击网。此
外，还进行了防御敌空降伞兵的战斗布置进行了消灭伞兵的
战术训练。

此高炮连在东北战场上多次参加重大战役战斗，击落击
伤过敌机，对空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装备也是四野防空部队
中最好的。

3月5日上午9时，距离全会开幕只有6个小时了，高炮
一连突然发现：在正东1万米距离发现1架敌机，高度约3000

米。该连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大家的心情都很
紧张。经指挥员判断，这是敌人的1架运输机，
可能是从青岛到太原的。

待该机进入我射击范围时，连队的火炮已
准备就绪，只要连长田子华一声令下，就会立
即开火。但田子华没有下令，他很清楚，敌机
只是过往，没有发现这里，绝不能轻易暴露目
标。之后，又出现过两次敌机过往的情况，高
炮连都照此处理了。

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六十三军五六O团，
临时改番号为中央警卫第三团；也负责外围警
戒。他们连续两天勘察地形，制定了反空袭、
反空降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枪走火了
会议期间，中央警备团战上们在值勤时非

常紧张，团里规定上岗律真子弹上膛。天深
夜，周恩来正坐在窗下看书，“砰”的一声脆响，
从他头上飞过一颗子弹。

周恩来愣了一下，没有理会，继续看书。
原来，值岗的战士小张的驳壳枪走了火。负
责保卫周恩来的警卫班最先惊醒，不由分说
下掉了小张的枪。警卫连连长何有兴也随即
赶来查看，小张一见连长，蹲在地上呜呜哭开
了。

听到有人在哭，周恩来和邓颖超从屋里
出来。小张立即跪在周恩来的面前，说什么
也不起来，继续呜呜哭。周恩来把自己的大
衣给小张披上，对他说：“不哭不哭，没有事，
好了好了。”然后他对大家说：“今天就当我们
的一次实地演习，大家演习得很好嘛，都回去
休息吧。

小张勉强站起来，低着头抽泣地走了。
周恩来叫住何有兴说：“不要过重地批评他，他出了事故，够
难过的了。回去要多做安慰工作，这一点也要告诉其他同
志。’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两天后，朱德、杨尚
昆、汪东兴特意备了午餐，热情招待执行警卫任务的五六0团
团以上干部和四野高炮二团连的连长和指导员。朱总司令
端起酒杯说：“感谢你们完成了任务。 （摘自《党史博采》）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

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

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
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能三幼儿成人，继
续我的光荣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

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在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

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封红色家书：“我
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
伤心……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
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文
笔流畅，字迹潇洒，这是1935年3月，刘伯
坚英勇就义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
封家书。

刘伯坚，原名刘永福，1895年生于四
川平昌县一个开栈房的小商业者家庭，6
岁入私塾，后就读于国民小学。他聪明好
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
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
（今四川大学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
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
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1920年赴
欧洲勤工俭学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并于 1922 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

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因待人和蔼及处
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
之久。1926年，刘伯坚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
造西北军的任务，应到苏联“考察”的冯玉祥之邀，回国任国民
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他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
营中挖出来的部队，发展党的力量，对国民联军的一些官兵有
不小的影响。如赵博生、董振堂等都受到刘伯坚的影响而倾
向革命，致使这支军队在进入陕甘、进军豫西、配合北伐军作
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 年4月，他在西安同有名的才
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 年，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我党活动转入地下。
刘伯坚奉命离开国民联军，前往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
久，党又派他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1928年7月，刘伯坚出席
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
年，刘伯坚回国后，党派他到江西次年任中华中央革命根据地

工作，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参与策划、领导了赵博生、董
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中央军委
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并任命刘伯坚为
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对红5军进行整顿和训练，使其在以
后的反“围剿”、围攻赣州等战役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后，刘伯坚
被任命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留在苏区老根据地坚持敌
后斗争。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军区被
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一狭小地带。3月初，刘伯坚随同赣
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
界的油田方向突围。在突围战中，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
坚左腿负伤，被敌人俘虏，囚禁在大余监狱。3月11日，敌
人又将他押往驻大余的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

粤军军阀为了炫耀所谓的胜利，故意押着身负重伤又
拖着沉重脚镣的刘伯坚从热闹的青菜街（今建国路）走过，借

此威吓群众，瓦解刘伯坚的斗志。但在移狱路上，刘伯坚昂首挺
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表现出共产党
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接着，粤军军阀又进行刑讯逼供，刘伯
坚抱定了以身殉主义的信念，拒不开口。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
惜人才”，劝说刘伯坚暂时脱党以便获得自由，刘伯坚严词拒绝，
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

3月20日，刘伯坚被国民党军法处宣布了死刑。行刑前，
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
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后要葬在
梅关。”“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
火到处燃烧！”刘伯坚在监狱中总共写下四封家书，其中三封
写给兄嫂，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并
叮嘱他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三个儿子。最后一封是写给妻子
的绝命书。

刘伯坚、王叔振二人结婚后，革命工作使他们聚少离多，
但无论走到哪里，刘伯坚总习惯给妻子写上一封家书。家书
的内容反复说着两件事，一是鼓励妻子继续坚持革命，二是希
望妻子能够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随着局势的紧迫，二人
联系越来越少。

这封写于3月20日的绝命书，成了刘伯坚生前最后的文
字。短短一百多字，饱含着对未来革命事业的期待、对亲人的牵
挂、对个人生死的淡然。“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
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
继续我的光荣事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伯坚内心的信念毫
无动摇，仍在嘱托自己的结发妻子继承遗志，继续革命；期盼三
个儿子长大成人，仍然能继续他的光荣事业。1935年3月21日，
刘伯坚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刘伯坚并不知道，他的妻子王叔振没有看到他的书信，也没
有再看到他们的孩子。1934年5月，夫妻二人从江西于都分手
之后，王叔振就去了福建工作。在刘伯坚就义前夕，王叔振带领
闽西游击队突围成功，转移到福建长汀四都乡。不久后，被错误
地秘密处死。然而，有幸的是，刘伯坚的三个儿子都存活下来。
1936年，长子刘虎生被大嫂梁凤笙交给了周恩来。1949年，二
儿子刘豹生在江西瑞金找到。1953年刘熊生在闽西找到。

刘伯坚的遗书流传下来。1936年，他的书信被辗转交给
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直至60年代，回忆起
来还动情地说：“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
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

1938年毛泽东为刘伯坚碑文题词：“刘伯坚是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
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正如刘伯坚在给凤笙大嫂的
绝命书上所言，刘伯坚用短暂的一生捍卫着自己的诺言。他
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将与山河同在，与
日月同辉。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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