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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毛泽东
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件羊毛衫。羊毛
衫为无领、圆口、套头款式，米黄色。整件
衣服除了有多处用棉线缝补的痕迹，还有
10多个破洞，右肘部有一块用浅灰色棉布
缝补的大补丁。这件羊毛衫自延安开始，
就陪伴在毛泽东身边，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后，将近有20年时间。

1949 年开国大典前，北京已有些寒
意，毛泽东让卫士马武义把他那件羊毛衫
找出来，准备穿在中山装里面。马武义把
羊毛衫找出来一看，觉得实在太旧，穿上会
有损主席形象，就对毛泽东说：“我马上到
管理科去给您领一件新的吧！”毛泽东摇着
头说：“毛衣是穿在里面的，外面还要套衣
服，这又不要什么好看不好看。”马武义不
肯罢休，就继续说：“主席，您是国家主席，
再节省，也不用在乎这一件毛衣吧！再说
今天日子特殊！”毛泽东耐心地说道：“不管
是谁，不管什么时候，该节省都得节省，一
分钱也不能浪费，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都
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更不能比别人特
殊。”

10月 1日下午 3点，开国典礼正式开
始。谁又能想到，在笔挺的中山装里面，毛
泽东穿的那件羊毛衫是那样破旧不堪，而
正是这件破旧不堪的羊毛衫见证了新中国
的成立，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

一件见证开国大典的
羊毛衫

讲述党史故事 点燃奋斗激情

1935 年元宵节后的一天，一大早，
驻扎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
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就把房东钟伦扬叫
了起来，说部队要奔赴新的战场了，临走
前要把一口行军锅送给他。推让再三，钟
伦扬最终收下了这口行军锅。红军走后不
久，国民党军队就进了村，把全村的人赶
到晒谷场上集中训话，命令大家主动交出
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否则一旦查出格杀
勿论。见大家都不吭声，国民党兵决定挨
家挨户进行搜查。为了不让这口红军锅落
入敌手，钟伦扬偷溜回家，从灶台上取下
还热着的锅，背上它就往屋后的大山跑。
国民党兵发现有人往后山跑，举枪就朝钟
伦扬开了一枪。只听“当”的一声，子弹
打在锅上，钟伦扬应声倒地，国民党兵以
为他被打死了，便没再追上来。然而，子
弹穿过锅并没有击中钟伦扬的要害，他只
受了点轻伤。国民党军撤离后，钟伦扬把
被枪打了个洞的锅背回了家，由于无法再
使用，他便把这口锅保存起来做纪念。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钟伦扬去世了，他的儿
子把这口锅交给了于都县博物馆。

一口带着枪眼的
行军锅

当年毛泽东穿着这件羊毛衫转战陕北。

位于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自
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
密监狱，最多时关押了二百多名革命
志士。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7 天
后，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罗
广斌放风时从狱友抗日爱国将领黄显
声那里得知这一消息，还知道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这
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对难友们来
说，犹如胸中燃烧的一团火焰。入
夜后，罗广斌动情地对大家说：“同
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
旗，等解放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
中营里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冲出去。”“好！”大家纷纷表示
赞成。那时大家不知五星红旗究竟是

什么样，罗广斌拿出自己的红色绣花
被面，和大家轻声商议。后来罗广斌
的诗歌《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再
现了当时的制作过程：我们有床红色
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
刀。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
角上……五星红旗制作完成后，他们
将牢房的地板撬开一小块，把红旗藏
在下面，期待解放那天打着它冲出
去。

后来，参与制作红旗的大部分难
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罗广斌
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如今，曾经
的白公馆牢房已建为展室。展室中央
陈列着难友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记录
了参与制作红旗的狱中斗士：罗广
斌、陈然、刘国鋕、丁地平……

一面意义非凡的五星红旗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这次起义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但仍然使用的是国民党的旗帜。8月
中旬，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写信
给中央，提出“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
是人民的旗子”。

9 月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
示，制作军旗的任务落在了师部参谋
何长工、参谋处处长陈树华和副官杨
立三身上。他们认为，中国工农革命
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通过武
装斗争，使革命的星火燃遍全国。在
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三位设计者几经
思索、反复比较、推敲修改后，一面
庄重、神圣、鲜艳，凝聚工农革命意
义的军旗诞生了。旗底为红色，象征
革命事业；旗帜中央缝着一个大五角
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是镰
刀和斧头图案，代表工农；靠旗杆处

镶有一条 10厘米宽的白色布条，上
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的番号。“镰刀斧头”旗，是中国共
产党人立足革命需要和人民群众期
盼，破旧立新、敢想敢干，设计出的
带给中国工农革命光明与希望的首面
军旗，指引着中国工农革命朝着胜利
的目标不断前行。

人民军队首面军旗的诞生

湖北荆州石首市桃花山鹿角峰虎
脚爪公路边，有 3棵树龄 400余年的
黄芯树，粗壮的树干上，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刻下的标语依稀可辨。67岁
的刘克树默默守护“红军树”已有
31年，他说“红军树”是湘鄂西苏

区人民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历史见证。
当时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打土豪分田
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群众解决
困难，深得百姓拥护。

1930 年 1 月 29 日，中共石首县
委组织赤卫队 400 余人从桃花山出
发，配合红军独立第一师袭击华容县
反动团防，沿途粗大的黄芯树，成为
宣传革命的天然媒介。赤卫队员们刻
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土豪分
田地！”等大字标语，群众响应者云
集。因为革命标语，这些黄芯树成
了地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
刺，每次“清乡”，都要大肆毁坏。
为了保护“红军树”，老百姓用锅灰
和石灰混合桐油搅拌后，将树上的
标语抹平，再用刀刻出树皮的裂纹，
让敌人难辨真假。

大树无言，历史有痕。刘克树的
父亲义务守护“红军树”直到去世，
此后刘克树成了“守树人”，浇水施
肥，剪枝除虫，清理杂草。“等我走
不动了，我的儿子会接班来义务守
树。”刘克树说。

三棵“红军树”见证初心

1927年 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驻扎在
江西省莲花县的甘家村，村里的老百
姓误以为是军阀来了，便四处东躲西
藏。当时，战士们又累又饿，却一个
老乡也找不到。一筹莫展之际，一个
炊事员在一间破陋的矮房墙角发现了
半缸大米。没见到老乡本人就拿走人
家的东西是违反纪律，但想到正忍饥
挨饿的战友们，炊事班班长犹豫起
来。最终，为解燃眉之急，他把老乡
家里的半缸米做成了饭，让战士们先
填饱肚子。

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
评了炊事班班长，严肃申明革命纪
律，并责令部队务必照价赔偿。待部
队离开后，米缸的主人陈娇枝回到家
里，发现家里半缸米没有了，米缸里
塞了一床棉絮和一封信，信上写着：

“老乡对不起，我们到你家时找不到
人，吃了米缸的米，留下一床棉絮作
为补偿，请收下。”从此，这口米缸
成了陈家的传家宝。

1969年，陈娇枝将这口米缸捐赠
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人民子弟兵自
觉遵守群众纪律的动人故事，在甘家
村世代流传下来。

陈娇枝家的传家宝

贵州黎平县少寨里有一座长征时
期搭建的老木桥。 1934 年 12 月 14
日，一支红军先遣部队抵达少寨，发
现河上的小木桥破旧不堪，而且桥板
已被敌军抽走，无法承载大部队通
行。当红军们准备向当地群众求援
时，发现整个寨子只剩下几位老人，
其他人都被反动派放出的风声吓得躲
进了山洞。

“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专
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尽管衣衫褴褛，
却说话和气、举止文明，老人们断
定来的不是坏人，于是召集村民回
到寨子。为帮助红军渡河，少寨群
众纷纷卸掉自家门板，砍倒山上大
树，为红军搭起一座新桥。冬季的河
水冰冷刺骨，军民齐心的场面却热火
朝天。

短短半天，一座高3米、宽1.3米
的木桥建了起来。傍晚时分，大部队
顺利过河。部队离开后，少寨群众为木
桥取名“红军桥”，并定下寨规好好保护
它。如今，“红军桥”历经85年风雨，依
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据共产党员网

军民齐心
搭建“红军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