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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杯单兰

毛泽东平生无太多特殊嗜好，唯喜

吸烟与喝茶。一天喝茶很多，喝一二瓶

开水属“家常便饭”。其喝茶有自己的茶

杯，非厂家特制，工作人员在上面做有

记号，以防乱套。建国初，江西景德镇

为庆祝新中国诞生，专制一种日用瓷器，

上印“开国纪念”，因叫“建国瓷”。人

民大会堂等接待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始用“建国瓷”。

1965 年初，毛泽东家中“建国瓷”

数量减少，成色已旧。约 3、4月间，汪

东兴与江西联系，希景德镇设计一套餐、

茶具，要求杯外印上兰花。为使主席自

用与待客有所区别，设计时，分单、双

株两种图案。1966 年 1 月，汪东兴在江

西搞社教，顺便取回瓷器。

至中南海，毛泽东格外垂青其中的

茶杯，因一生爱兰，杯上的兰花栩栩如

生，尤泡上龙井后，高洁动人，更具魅

力。此后，毛泽东选单兰杯自用，双兰

杯待客。

起床前，毛泽东喜喝一杯浓茶，睡

前工作人员沏好，醒后打铃时端来。喝

过茶，读过报，起床、吃饭，然后开始

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但热气直冒的酽

茶不离案头。工作人员隔时进房，清扫

烟灰，沏添茶水。其一生喜喝龙井，龙

井清香甘醇爽口，短处是无论多少，总

不浓酽。毛泽东又喜喝浓茶，曾试用毛

峰、梅家坞、铁观音、碧罗春、云川沱

茶、汉阳峰等茶替代，然总不如意，终

以龙井为主。

其节俭成习，但于烟、茶不怕花

钱。喝茶时，每杯均须新沏。茶费自理，

常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在自己的生活费

中开支，不得揩公家分毫油水。外出开

会视察，自带茶叶茶杯。喝过地方上的

茶，一般总要付钱。中央时有规定，即

使公务，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钓鱼

台等处喝茶，也须按一角钱一杯茶付款，

有记录为证，毛泽东从不破规。

中国茶道文化底蕴深厚，毛泽东一

生博览群书，对其十分熟稔，曾多次向

工作人员谈及中华文明古国的茶文化。

然生活中，从未真正讲究。茶道极重茶

具、礼仪，但其从未追求过任何茶仪。

其终生喜茶，善品茶，但去世后，人们

发现老人家只有几个单株兰杯，竟连一

个像样的茶壶也没有！

 

谈辣说苦

 毛泽东日常饮食一直沿袭湘习。极

喜辣椒，几乎每顿“正餐”都不能少。

四菜一汤必有一盘辣椒酱或一碟干焙辣

椒。辣椒通体焙过，身边人员任谁不能

下咽一口，毛泽东却津津有味，一口一

个。

毛泽东还把辣椒与性格、斗争精神

相联系。一次对工作人员道：“大凡革命

者都爱吃辣椒。因辣椒曾领导过一次蔬

菜造反，所以吃辣椒的人也爱造反。我

的故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

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多。”晚年，罹

患多种顽疾，吞咽十分困难，仍想吃点

辣椒。工作人员便用筷子沾点辣椒酱，

送其嘴中。此刻，毛泽东吧嗒嘴唇，高

兴道：“好香噢，一直辣到脚尖上了！”

除食辣椒，毛泽东还极喜苦瓜。苦

瓜是湖南农民夏季家常菜，种在房前屋

后，生命力极强，管理不耗精力。毛泽

东曾闲聊道：“苦瓜这种菜，我家乡很

多。有些人吃不惯，是怕它的苦味。我

不但吃得惯，还一生都爱吃，就图它这

个苦味。我这个人一生没少吃苦，看来

是苦惯了，以苦为乐了！”

对苦瓜性能，毛泽东极为了解。一

次共餐，菜中有盘苦瓜炒鸭片，便劝工

作人员多吃，千万不要怕苦。笑言：“凡

苦的东西，对人体都有好处，苦能去火

明目嘛！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上火，有

时生气也上火，这叫虚火。这种人吃点

‘苦’很有必要。我这个人也爱上火，所

以命中注定要吃苦喽。——不如主动去

吃，免得火气太大。火气大，不是伤人，

便是伤己噢！至于明目，更是它的大好

处，我现在有点老眼昏花了，时时吃一

点，免得看不清事理噢！”

一国之首，饮食普通，谈辣说苦，

娓娓道来。语简意深，情怀自在。

 

依然如故

湘人喜食腐乳，即“霉豆腐”。毛

泽东亦爱此特产，叶子龙任机要秘书时，

常为其制作。后来，工作人员专请京西

宾馆的师傅传授此艺。然保健人员对此

担忧：医学上讲，经霉变的食物不宜入

口。

一次，医务人员私下将毛泽东所食

腐乳送去化验，细菌含量大大超标，便

将化验报告上呈，建议以后不要再吃。

然毛泽东不肯放弃，说：“人感到好吃也

爱吃的东西还是能吃的。爱吃一定是人

体有这种需要，这也许是一种什么潜在

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不过，世界上的事，说不清的也太多。

这也是好事，都说清了，科学还研究什

么，不研究了，还有发展吗？”

毛泽东口味清淡，顿顿皆食的辣

椒、苦瓜、腐乳口味浓烈，仅作调味。

其喜吃冬寒菜、青蒿等青菜，且爱吃一

般人不将其作菜的豌豆苗、马齿苋。对

素菜颇为首肯，谈到吃百合、豆制品时，

曾道：“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

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

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连葱

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医生可不要过分迷

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

毛泽东饮食偏素，但从不拒荤，且

对一些荤菜情有独钟，如吃红烧肉的嗜

■宋紫峰

毛泽东轶闻拾萃（四）
     ——癖习篇

长篇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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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至死不变。然对牛羊肉不感兴趣，荤

菜以猪肉为主。医生对一些有失营养或

卫生欠佳食物多有劝阻，然其不以为然，

自执己理，我行我素，依然如故。

 

笑言食鱼

毛泽东终生嗜好吃鱼，早年尤爱鲤

鱼。抗战居住陕北杨家沟时，警卫常到河

沟捕捉，贺龙专为其捎来几条大鲤鱼。

后来，两度访苏，对方也想方设法找活

鲤鱼做菜。

晚年，毛泽东喜食鳙鱼（俗称“胖

头”），尤喜尾部肉段，还常喝鳙鱼汤。

一次，巴望着汤碗里肥大的鱼头，幽默

道：“这条鱼比一般的鱼头大，不知它比

别的鱼聪明不聪明。想是大脑发达，应

该聪明吧。多吃这种大鱼头，一定会使

大脑发达。”

除了鱼，还喜食鱼冻，且在每餐最

后吃。鱼冻乃鱼汤冷凝，腥味尤重，常

人难以忍受。一次，一位工作人员问道：

“主席，您吃的鱼冻，腥尔吧叽的，有什

么好吃的啊？”毛泽东笑道：“你算说对

了，我就是要吃这种腥味呢。鱼不腥就

不是鱼了，鱼腥肉香，都要领略。吃一

口鱼冻，饭就一下子都顺下去了。”

一生中，毛泽东食鱼无数。一次，

对护士长吴旭君笑言：“我在世时吃鱼太

多，我死后就把我火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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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鼓吃饭

晚年，因健康状况，毛泽东绝大部

分时间在木板床上度过。包括办公、学

习、见客、娱乐和吃饭。用餐时，惯坐

床沿，小餐桌紧靠床头摆放。

毛泽东一日两餐，甚至一餐。每次

开餐，工作人员将食物用提篮提来，小

碟相盛，摆至桌上，一天进入最热闹的

时刻。因其吃饭极不“老实”，一边挟菜

扒饭，一边用双脚不停拍打地板。起初

卫士对此不解，一次，忍不住问：“主

席，你为什么每次吃饭都踩地板呀？”

毛泽东笑答：“这是锻炼么，可以帮助消

化。”还为此独特的锻炼方式起了个动

听的名字“擂鼓”。每逢“擂鼓”，响声

之大，节奏之快，在大门口值勤的警卫

亦能听到。后来，附近之人，闻听“擂

鼓”，便知主席开始用餐了。

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在一小藤

桌用餐。四条矮腿相绞，就餐时，双脚

踏不到横隔条，需前倾身子才能够到，

每次吃饭“擂鼓”，实在别扭。1961 年，

理发员周福民调来，见其习于“擂鼓”

吃饭，藤桌矮小，便动脑筋设计了一张

新木桌。因主席惯坐床沿就餐，床沿比

一般凳子高，故将此桌抬高，并在桌下

呈半坡横置一宽木板。按设计做出新桌

后，毛泽东甚为满意，从此便开始在此

造型独特的新餐桌吃饭“擂鼓”。

然而，身边人员发觉，新桌也带来

副作用，主席“擂鼓”的声音更大了。

 

烟民瘾君

芸芸众生，毛泽东可谓“烟民瘾

君”，烟龄长，烟瘾大，留给身边人员

难忘的印象：常常是手持一柱，不绝如

缕。

毛泽东何时上手吸烟，无人知晓，

井冈山时期，便吸烟猛烈，烟瘾已成。

战争年代，烟无保障，来源常是国民党

的“贡品”（战利品），因此，烟牌杂乱，

毛泽东曾戏之“吃百家饭，抽百家烟”。

生活条件极度艰难时，也常吸当地农民

自种自制的“旱烟”，劲大油重，异味呛

人，毛泽东得之抽之，津津有味，此亦

为接近群众的一种方式。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吸烟更剧。

一缘生活条件改善，烟源稳定；二因工

作愈加繁重，以此“缓冲神经”。常常边

工作边吸烟，休息时也点上一支，边吸

边思考，许多重要思想伴烟雾缭绕油然

而生。

于烟，毛泽东不讲品牌质地，极喜

味重劲大者。美国“555”牌烟劲猛势

烈，常人不胜其呛，毛泽东却喜之爱之。

50 年代，抽罐装“555”，此缘于长期战

争生活，国民党军队靠美国资助，香烟

多由美国提供，烟习由此养成。后有了

“熊猫”、“中华”等国产烟，抽后满意，

便不再抽“555”。

其品性节俭，但抽烟却大方。有时

自感抽烟花钱太多，因上瘾，一时又戒

不了。一次去武汉，听说湖北生产“珞

珈山”香烟，味好价廉，托人弄来几条，

抽后感到名副其实，便多买了几条带在

身边。1959 年 6 月回故乡韶山，随带香

烟即“珞珈山”。

五、六十年代，外出不断，工作人

员总要为其带足香烟。俗话说，“在家千

日好，出门时时难。”居家，毛泽东的香

烟一般放置办公室、床头等伸手可及之

处，外出行踪不定，遇登山、游历、访

问时，香烟装在口袋，或由随行人员存

放公文包。有时，摸出解乏过瘾时，烟

盒挤皱，后找到一金属烟盒，才免此尴

尬。

冬日气候干燥，烟卷水分蒸发，烟

丝掉渣，吸时无味。一次，毛泽东燃烟

上口，对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南方，冬

天切烟丝要喷上几口水，要不然就不好

抽。你们帮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烟

弄湿一点。”工作人员多不吸烟，自无经

验，想不出好招。后向一老烟民了解，

在盒内上下放些新鲜菜叶，可使烟丝不

干。此法一用，毛泽东抽后满意，对工

作人员大加称赞。

1968 年，毛泽东一次患感冒，咳嗽

不止，抽烟叹道：“人病了，烟都没味。”

工作人员相劝就此戒烟。但其瘾大，虽

病中也戒之不掉。李先念得知此事，荐

抽一种特制“雪茄”，说此烟既可解瘾，

又不会咳嗽。毛泽东将信将疑，让机要

秘书徐业夫试抽，徐烟瘾颇大，抽后果

如李言，便对主席大加“吹嘘”。毛泽东

说：“拿咯个烟来，先试一试！”认可

后，始抽“雪茄”。雪茄本产四川，因主

席喜上此烟，有关部门便在北京开一分

厂。该烟外裹白纸，不假装饰，包装普

通，奇妙的是，在停抽 20 秒后会自动熄

灭，可避免随弃烟头蕴致火灾。

毛泽东抽烟不用烟嘴，后来，保健

人员虑及抽烟过多，危害身体，弄了个

烟嘴说：“主席，你以后还是用烟嘴吧，

这样可以过滤一些尼古丁。”毛泽东虽不

乐意，最后还是采纳意见，慢慢养成习

惯。1961 年 6 月，工作人员闻知国外有

种烟嘴可装过滤药，能有效阻止尼古丁

等有害物质吸入，便委托外交部代购两

打。外交部购得后，派人送至中南海，

同时交来一张《往来款项结算通知书》：

“我驻日内瓦使馆转来委托外交部收款

书第 49 号单据共 4 张，计欠 165.60 法

郎，按 0.569 折人民币 94.23 元。兹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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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单据随函送上，即请将款交还本部财

物科，以便转使馆。”管理员欲用招待费

报销，毛泽东要自掏腰包。管理员将此

事上报，中办领导虑之再三，表示还是

从其稿费报销妥好。

晚年，毛泽东抽特制雪茄，春夏极

易受潮。一年夏天到庐山视察，因此地

云雾不断，随带雪茄大部受潮。工作人

员用煤火和白炽灯烘烤。一次在北戴河，

毛泽东吸了潮烟，感慨相嘱：“烟有些

上潮了，吸不动，你们想想办法。”工作

人员在白炽灯下烘烤，稍不慎，便将烟

烤糊烤焦，颇伤脑筋。后来，一工作人

员突来灵感：白炽灯可烤烟，做个小箱

放入，热量不就集中了吗？于是做了一

个，中间用铁丝隔层放烟，底部装灯。

一试，效果速显，自此，毛泽东又多了

个独特的烤烟小木箱。

伟人嗜烟，轶事颇多，因烟受困，

令人感罕。

 

长袜古董

毛泽东穿着极富个性。如穿袜子，

无论春夏秋冬，总不离脚。冬厚，夏单，

从不光脚，哪怕是拖鞋。袜子全是清一

色长筒袜，筒长及膝。约 20 世纪 50 年

代以前，农民遍着此袜。自尼龙袜普及

后，基本销声匿迹。即使古稀老人也改

穿新袜。然而毛泽东，一国主席，仍穿

古董长袜，直至逝世。

毛泽东从不墨守陈归，然于穿着却

如此固执。60年代初，尼龙短袜始行时，

工作人员买了几双，毛泽东试穿后，觉

得烧脚，决绝此物，继穿长袜。因长袜

口弹性小，常常松滑落底。1962 年，埃

德加·斯诺在中南海再次见到毛泽东

时，这样记述：“他身穿一件领子扣紧的

素色深灰呢料上衣，相同质料的裤子。

毛的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

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无独有偶，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

故乡韶山，在故居前与大家合影，其袜

也松松坠缩下来。因此，每当其参加重

要活动，工作人员特用别针将袜筒别在

衬裤上，以防下滑，影响主席“形象”。

 

补脑有方

明代学者冷谦在“修龄要旨”中论

述养生之道：“面宜多擦，发宜多梳，目

宜常运，口宜常闭，津常咽，背宜常暖，

腹宜常摩，皮肤宜常常干浴。”毛泽东博

览群书，或受其影响，认为补脑两法：

一是吃红烧肉，二是梳头。曾说：“梳

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头发

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给大脑，帮

助大脑恢复疲劳。”

毛泽东喜食红烧肉，然而战争年

代，有时粮食都供应不上，何况肉。卫

士常为改善主席生活发愁，毛泽东道：

“脑子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

同，补的方法也不同——还是给我梳梳

头吧。”每遇长时间思考问题，头部不

适，极感疲劳时，卫士便帮梳头。毛泽

东背靠便椅，上身后仰，双足伸前，双

目轻闭，身体完全放松，卫士则从其前

额至后脑，反复缓梳，时间长短因情而

定。

自 1948 年 5 月，国共两党军队进入

大决战。毛泽东倾全部精力指挥战争，

常常连天不出室门，昼夜工作，卫士极

为着急。一天，主席批阅文件时，李银

桥扶其坐至躺椅，主席边看文件，李边

为其篦头，毛泽东乐道：“银桥，你为

我解决了一个难题，篦头是一种很好的

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

李听后感到高兴，然而，每次篦完头又

心生后悔，因每篦头一次，主席就取消

一次睡眠。（未完待续）■

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任编

审主任，省委副书记胡春华、车俊任编

审副主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树

彦、原主任陈建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

河北历史（第二卷）》（1949 年 7 月至

1978 年 12 月）于 2009 年 11 月由中共

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是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

作部署，经河北省委领导批准，由河北

省委党史研究室历时 10年潜心研究、精

心雕琢、5 易其稿编写而成的中共河北

历史正本。全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建国后党所处

的历史方位出发，以党的领导和执政的

历史实践为内容，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历史为主线，全面翔实准确客观地记述

了 1949 年 7 月中共河北省委恢复建立

到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这 29 年间，河北省委在党中央、国

务院领导下，带领全省人民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历

程及其取得的成就，科学地总结了河北

地方组织的执政经验和规律，讴歌了河

北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英雄模

范人物努力建设新河北的艰辛探索和

奉献精神，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

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历程中对

河北所倾注的热情和所寄予的厚望。

全书采用编章目结构，共五编、21

章、67 个大目、203 个小目，53 万多

字。史料丰富翔实，结构科学严谨，观

点正确，论述深刻，具有较强的史鉴功

能和资政作用。是全省第一部以中共河

北地方组织发展和建设为主线，全面反

映党领导河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历史著作。是一部全面展示河

北党的历史的恢宏画卷。为全省各级党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了

解河北党的历史和加强党的传统教育

提供了一部生动教材。该书可圈可点可

读可信。它的出版发行，必将起到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服务中心、启迪未来

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二卷）》出版发行

中共河北历史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加强党的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