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加强警卫，毛泽东的形象问题也很重要。毛
泽东作为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传达
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在延安，毛泽东常穿发皱的上
衣，他的不修边幅，反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但
这次来渝会见蒋介石，是带着和平的心态和诚意，形
象非同小可。近20年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们的形
象，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歪曲。怎样设计好毛泽
东的第一印象，周恩来为此苦思冥想。最后，他决定
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帽推荐给毛泽东。

考克帽因拿破仑戴过，故又称“拿破仑帽”，孙中
山先生就曾戴过考克帽。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
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
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礼帽，
脸上露出笑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想得周到得
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
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
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8月28日那一天，《解放日报》记者方纪在文章中是
这样记述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照片：头戴盔
式太阳帽向人们挥手的情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1945 年 10 月，重庆的天气已经转凉。来渝之
前，毛泽东穿的是一件黄色旧毛衣，领口和袖口都已
磨破，保暖效果也不好。周恩来非常关心毛泽东的
身体，决定让人给他织一件新毛衣。对于织毛衣这
件事，李静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

“大约在 1945 年 10 月初的一天，在离八路军办
事处二十多里路的疗养院，来了一位办事处的同志，
找到我说有紧急任务，让我回办事处，我当时身体不
好，在那里养病。听到有任务，立即动身赶了回去。
面见我的是机要科的科长童小鹏，他认真地对我说：

‘李静同志，周副主席交代让你在这两三天的时间
里，给毛主席织一件毛衣。’当时我接到这个任务后，
心情是万分激动，心想，毛主席是我们的领袖，他老
人家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阶级
的翻身，南征北战，英勇奋斗，而自己的生活却是这
样的简朴！我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让毛主席穿
着新毛衣回延安，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

根据当时的形势，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
是绝对值得信赖的。李静虽然身体不适，还在养病
期间，但她在秘密电台做机要工作这一身份，充分说
明了周恩来等人对她的出色工作是肯定的。同时，
李静和林青这两位同志，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在八
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期间，林青曾担任过三楼秘
密电台台长，李静又从事机要工作，两人身份隐蔽，
纪律性强，绝对是最佳人选。

李静在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织毛衣所用的毛线都是组织上交给我的，质量

比较好的深蓝色的中粗线，而织毛衣的4根竹针，是

在厨房工作的陈树云同志帮助下现做的。他先用刀

将竹条刮细，然后往大米囤里反复穿插，直到磨滑。

这样做出的竹针，光滑有韧性，很实用。毛线和竹针

都准备好后，我就连夜赶织，织的有些眼花了，就揉

一揉继续，有时织到深夜实在太困了，就躺下稍微休

息一会儿，身体虽然躺下了，但手却还在不停地织，

就这样，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终于将毛衣织好了。

织好后，却又很为难，因为一直担心自己手艺不精，

怕领口和袖口不合适，心想如果毛主席能试穿一下

就最好了，但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主席休息，心里很矛

盾，一直在转悠，正好，周副主席看到，就亲自过来试

穿，穿后就对我说：‘李静啊，其他地方都还合适，就

是领子太小了，把领口再放大一些’。听完后，我又

拿回去做了修改，用了半天时间将领口放大后，重新

织好送给了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李静历任中共华南分局机要科
股长、机要室主任；1957年3月，调入北京市邮政局，
先后任西城区邮电局副局长、北京邮政局纪委副书
记等职；1999 年 2 月 20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0 岁。
这套竹针，李静生前一直珍藏着，后来无偿捐赠给重
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蒲晓蓉（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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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尽管头顶的
阴霾仍未散尽，内战一触即发，但人们仍沉浸在胜
利的巨大喜悦之中。1945 年 8 月 14 日、20 日、23
日，蒋介石连续 3 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

“共定大计”；美军司令魏得迈也于 23 日向毛泽东
发出了去重庆谈判的邀请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经慎重考虑，决定同意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
判。于是，毛泽东于28日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

得知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8 月 25 日深夜，
周恩来在结束会议后，立即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担任领导工作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出最高等级
的机密急电。周恩来在电文中郑重要求：毛主席要
到重庆谈判，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
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周恩来在电文中还对毛
泽东来渝后的警卫、住房、饮食、交通等方面，一一
做了具体指示。时年26岁的李静是机要组长，参与
了执行任务。

李静，1919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17岁
参加香港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斗争中从事掩护及情
报工作；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南方工作
委员会油印处工作；1937 年 10 月做敌占区的秘密
电台报务员、机要交通员，每天将电台抄收来的机
要电报藏在饼干盒等很难被人注意的物品里，按照
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接头交接。同时，从对方
那里带回将由香港秘密电台向延安党中央机要总
台和其他机要电台拍发的机要电报；1943 年 2 月，
李静奉命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秘密电台做
机要工作，一度任秘密电台机要组长。

根据负责谈判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黄埔军校
第二教导大队副队长张居远描述：“在张治中的部
署下，我安排了中共代表团住址周围的警卫，设立
了桂园周围的警卫隔离带，以及中共代表团参加重
庆方面安排的各种大小活动期间的警卫，谈判期间

代表团所有代表外出活动及路线的随行警卫工
作。”为确保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张居远对
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关于毛泽东在重庆的生活和工作，重庆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毛泽东同志白天在桂园会客，晚上大部分

时间都回到红岩村休息。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二楼东头靠北的一间屋子里住了 40 个

晚上。毛泽东所住的这栋大楼很有特色，外看似

二楼，实则三楼，三楼最隐蔽为机要科所在，因空

间低矮，过道狭窄则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鸡鸭

棚’、‘鸡鸭行’。酷暑天，三楼楼阁式小屋气温高

达 40 摄氏度，电台工作人员仍日夜坚持工作。毛

泽东到重庆谈判下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消

息很快就传遍了重庆各方人士。顿时，红岩村八

路军办事处周围本来就特务众多的小楼里，马上

就开始拥挤起来。重庆军统、中统、宪兵的注意

力都吸引了过来，各部门都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并对进出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车辆和时间都进

行认真的记录，各自分线每天向上级汇报，名义

上都是打着为了保证谈判安全的名头，实际上是

对现场实行监视。”

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安排的是“两龙
一虎”做贴身警卫，他们分别是专门从延安跟随毛
泽东到重庆的颜太龙，另外两位是龙飞虎和陈龙。
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同志们都积极配合警卫工
作，日夜轮流站岗放哨。由于楼房里的楼梯、过道，
全铺着木板，走在上面会发出“噔噔”脚步声。为了
让毛泽东多休息一会儿，同志们就手提木板鞋，光
着脚轻轻走路；有孩子的同志，都把孩子安置在底
楼，尽量减少干扰。平时毛泽东的工作很繁忙，但
他会在百忙中抽空参加群众活动，到办事处礼堂观
看文娱晚会。

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
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礼帽，脸上露出
笑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
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重庆谈判的历史细节：

周恩来为毛泽东
设计“第一印象”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抗战胜利后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飞抵重庆。重庆红岩革
命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套竹针，共4支，最长的33.9厘米，直径0.5厘米，系织毛衣的工具，它们整齐地
摆放着，表面有轻微磨损，其中一支中部有明显裂口。

从外表上看，这几支竹针极其普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曾经为毛泽东织过一件毛衣。到底是谁使用
过这套竹针？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笔者通过部分文物档案，为大家还原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
间的历史细节。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迎来了毛泽东

“让毛主席穿着新毛衣回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