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卓然 ，1899年阴历

10月13日出生在湘乡县洪

塘村长塘，先后任红军总政

治部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委等。长征时

曾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做

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

职。1982年中共十二大当选

为中顾委委员。第二、三、四

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

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共第

八、十二大代表，第十三大

特邀代表。1989年11月9日

在北京逝世。

今年， 适逢李卓然诞

辰110周年，他的家乡举办

了纪念会， 李卓然纪念馆

也正在筹办中。

1947年，李卓然与部分领导同志在延安合影。左起：马文瑞、张邦英、张经

武、李卓然（坐者）、贾拓夫、王维舟、林伯渠、贺龙、杨明轩、习仲勋。

纪念日

1899年阴历10月13日

纪念事由

这一天是李卓然的生日，

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口述者

李延生 （李卓然之子，常

德市原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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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代表突然

把墙上的挂钟摘了下来

《大国的较量》

吴海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吴仪连夜召开代表团内部紧急

会议，结论是：在谈判桌上退一小步，

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上前进

一大步。

1月16日，双方都做出让步，讨价

还价阶段的争吵结束了， 对照文本阶

段的争吵却开始了。事先，双方根据谈

判内容各自草拟一个备忘录的文本，

即中方拿出一个中文文本， 美方拿出

一个英文文本， 再互相交换进行对照

修改。但在对照修改文本的过程中，双

方的分歧又在许多条款上出现了。

谈判的最后时限放宽到17日零

点。1月17日零点到了， 在谈判厅里，

此刻还有8个人在对照检查各自的文

本。中方5人，美方3人。美国人的幽默

感和优越感在这时候再一次表现出

来。一个美国代表突然把墙上的挂钟

摘了下来， 把表针固定在零点的位

置。时间凝固了，这种举动使在场的

中国代表非常惊讶。

美方代表专门请来了一个精通

汉语的高级职员，来逐句逐字地检查

中方文本中的“可疑之处”。突然，美

国人指着中文文本高喊：“NO，NO！”

中方代表一阵紧张，以为出现了什么

重大问题。

原来，文本第二条第七款中出现

“这种”二字。美方：“‘这种’必须改为

‘该’。”中方：“‘这种’和‘该’是一个

意思。” 美方：“NO，NO。 在汉语中，

‘这种’的外延比‘该’大。”双方为这

一字之差争执了好长一阵儿。 最后，

“这种”改成了“该”。

直到17日12时，《中美知识产权

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才举行。中美

双方的谈判代表都一个个显得非常

疲惫，但他们又非常兴奋。吴仪和希

尔斯分别在各自的文本上签了字。香

槟酒端出来了， 吴仪与希尔斯碰杯。

“铁娘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7)

解放初期，有一个老同志犯

错误，贪污战利品照相机，有关

部门追问照相机的去向，为减轻

自己的罪过，他就胡乱瞎说有一

架送给李部长了。他猜父亲做了

几十年宣传部长，照相机总要有

几架。可是当有关同志向父亲汇

报此事时，他笑着说，如果我家

里有一架照相机， 就算是他送

的。 其实以前我们家根本没有

钱买这类贵重物品。多年后，我

的妻子因我种种“没见过世面”

的“穷酸相”开玩笑，戏称我是

“土老帽儿”。而我这个“土老帽

儿”的父亲，却是党内很早的留

洋派……

今年11月29日， 是父亲李卓

然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现在的

青年人，大多数都不熟悉李卓然这

个名字。就连我们这些子女，对父

亲的很多了解，也是在他逝世后筹

编他的文集时，才慢慢知道。

父亲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

学，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父亲70多年的革命历程里，有

太多事情值得纪念。父亲最让我佩

服的，是他淡泊名利、顾全大局的

高风亮节。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

是在亲人面前，父亲从来没有谈起

过自己资深的光荣历史。在今天这

个比较浮躁的时代里，回忆父亲这

种品格，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

我这个“土老帽儿”的父亲,

却是很早的留洋派……

父亲读小学时国文很好， 颇受

校长赏识， 乡里一个地主还主动资

助他到长沙湘乡中学读书。 父亲晚

年自己回忆， 湘乡中学有个叫曾孝

权的国文先生，很有正义感，受到学

校排挤，后来到县里当书记，由于难

以忍受官场龌龊，郁闷不乐，竟得肺

病去世了。 曾先生给父亲写过不少

信和诗，对父亲影响很大，他开始怀

疑书上的圣人名言， 对当时的社会

不满。

父亲中学毕业时,正值“五四”

时期，在学校里他宣传抵制日货，提

倡国货，可到了农村，父亲却亲眼看

到日本的洋油灯和洋纱布既方便又

便宜。父亲感到要使中国强盛起来，

就得搞实业， 光喊几句口号不行。

1919年夏， 父亲赴法国勤工俭学。

他边学习边做工， 与蔡和森、 李立

三、王若飞、李富春等一起参加革命

活动，1922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

党 ，1923年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5年他与邓小平、傅钟等去莫斯

科， 先后在苏联东方大学、 中山大

学、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接受系统的

教育，成为中共、俄共跨党党员。

湘乡中学的一位国文老师影响了父亲

1929年秋，父亲回国，根据周

恩来的意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

员， 同时主持编译了苏联红军条令

条例。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是供我军

参考执行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

后来父亲与好友肖劲光一起取道香

港去苏区。 在香港他们曾被港英当

局警察拘捕审查，又有惊无险、戏剧

性地被无罪释放。 他与叶剑英同路

去瑞金，叶帅一路走，一路作诗，他

印象很深。 父亲到中央苏区后先担

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直属

队总支书记， 后来又兼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和

中央局代秘书长。 他与毛泽东相互

之间印象很好。

曾是毛泽东办公室主任

1936年11月， 父亲任长征

的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和西路军

领导率部西进，与围追堵截的国

民党军队进行了四个月的浴血

奋战。1937年3月， 突围到祁连

山的康隆寺石窝山，西路军领导

在康隆寺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军

事会议，由父亲、王树声、李先念

等七个同志组成西路军挺进工

作委员会，父亲为书记，并确定

了进军祁连山的路线。

部队转移时，父亲交给警卫

员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斤多黄

金，一样是三个密码本子，他交

代说“这就是你的生命！你人在

东西在。” 当时父亲的双脚肿得

像小水桶一样，烂得厉害。但他下

命将自己的坐骑杀了， 将马肉分

到各个单位。 他认为部队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党中央的指

示，因此在石窝山改组后，第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和党中央取得联

系。 他和电台工作人员研究在没

有汽油和电池的条件下如何试制

手摇发电机。有一天，手摇发电机

终于试制成功， 和党中央可以联

系上了。 父亲理理他的蓬蓬大胡

子，兴奋地说：“好了！好了！流离

失所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爹娘啦！”

这支西路军余部回到了延安，最

终保存了四百多红军骨干力量，

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

部长、将军以上领导干部。

带领西路军余部回延安

父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为了保护被人诬陷的两个青年

干部得罪了康生。 十年动乱期

间，父亲身处当时被污蔑为“阎

王殿”的中宣部领导岗位，广大

群众和各级干部却没有“揭发”

父亲的任何错误， 这使康生等

人十分恼怒。 他们给父亲栽赃

各种根本不存在的罪行， 煽动

群众抄家、批斗，但折腾了几年

也拿不出“黑材料”。他们还一

再威逼父亲揭发刘少奇、 邓小

平、彭德怀等同志的“罪行”，否

则就批斗父亲。 父亲虽然患有

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但他宁

愿承受个人身心的巨大痛苦，

也实事求是地陈述历史， 康生

他们一无所获。

为保护青年得罪康生

1965年，父亲陪同周恩来总

理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话剧

《女飞行员》， 周总理因事晚到，

入场时观众起立鼓掌。他略向观

众示意后， 就径直向父亲走去。

当时我坐在父亲身边，清楚地记

得周总理向父亲嘘寒问暖，备及

关怀。 许多观众被弄得莫名其

妙：这个白发老头为什么有这么

大的来头？演出结束后，周总理

因临时有急事，提前退场，父亲

被众人推拥上台和演员合影，合

影时他却主动站在边上。 第二

天，这张照片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的显要位置，许多外地的老同志

才知道他还在中宣部，甚至才知

道他还活在世上，纷纷打来问候

的电话。

周恩来剧场关心“白发老头”

1922年夏，李卓然加入由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建立的“旅欧中国少年

共产党”。图为19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前排

左起第四人为周恩来，第二人为李富春，第一人为聂荣臻；第三排右起第三人为

李卓然；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邓小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照相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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