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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叶帅访苏一路诗 

袁小伦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1957年11月2日，以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

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同时，中国方面还组成多个其他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其中有以

彭德怀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随同毛泽东一起抵达莫斯科，而叶剑英

则率领粟裕、谭政等团员，于5日启程，6日抵达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和其他一系列访问活动。 

  飞机上的诗兴 

  在叶剑英一行从北京飞往莫斯科途中，因天气原因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同机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成员钱俊瑞、田

汉诗兴大发。钱俊瑞填词《忆王孙》一首:晴空万里飞将来，四十周年齐畅怀，汹涌城边雪花开。恨天爷，底事元情恁

安排。 

  曾于1949年和钱俊瑞同去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田汉，接着作《忆王孙·伊城候机和钱俊瑞》:名城结伴

又重来，万里风雷惬壮怀，莫京今夜百花开。愿未乖，党人常把万难排。 

  叶剑英看了他们的唱和之作，也即兴和作一首《忆王孙·赴莫斯科途中》:喷气排云庆祝来，列宁如在慰胸怀，斗

争又向月球开。不须猜，西方世界苦安排。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叶剑英一行到达莫斯科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参观访问。11月7日，参加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的盛大阅兵式

和群众游行的观礼。11月16日下午，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苏联国防部拜会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晚间，马帅设宴招待中

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重来世界红都，叶帅抚今思昔，愈加怀念十月革命和革命领袖，于是作短诗《在莫斯科》云:

四十年前旧版图，山河人物占先区。仙乡欲到沿河路，指出十月革命途。 

  晚宴后，彭德怀、叶剑英率代表团乘火车到十月革命发祥地列宁格勒访问。根据东道主的安排，代表团参观了被誉

为苏联海军将帅摇篮的克雷洛夫海军学院，这是苏联海军的最高学府。那天，头上是湛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普照着皑

皑白雪覆盖的大地。该院出面迎接代表团的是院长安德烈耶夫海军上将，以及全院的教职员工和将校级高级班学员。苏

联海军军官们都穿着笔挺的礼服，挂着海军将校所特有的精美佩剑，整齐列队，夹道欢迎中国客人。这座海军学院坐落

在风景如画的尼古拉耶夫岛上，校园内到处是苍松翠柏，百花争奇斗妍。一进入校园，便驶上一条打扫得格外整洁、没

有一点积雪的宽阔大道。大道的尽头就是学院的主楼。它是一座独具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 

  中国客人被迎入会议大厅。宾主落座后，安德烈耶夫院长指着窗外的施密特中尉桥(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下令恢复

沙皇时代的名称“尼古拉耶夫大桥”)，为代表团介绍说:“记得十月革命前夜，被我们地下司令部控制的阿芙乐尔号巡

洋舰，根据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驶向这座尼古拉耶夫大桥，并从那里炮击冬宫，开创了新纪元。后来，为

了纪念该舰起义时牺牲的施密特中尉，经列宁同志批准，将这座大桥改名为施密特中尉桥……” 

  听完院长对学院的介绍，代表团开始参观教学楼、海军史陈列室、各种实验室及拥有数十万册书刊杂志的大型图书

馆。叶帅对每一处参观点都看得很仔细，他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详细地了解对方建院的具体经验。安德烈耶夫院长在介

绍该院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培训学员的情况时，着重提到了中国海军学员。叶帅插话说:“应该感谢贵院教职员工，为

我们的海军建设培训了骨干，使我们很快地创建了海军院校体系。”叶帅有惊人的记忆力，对中国海军情况了如指掌。

他对身边的中国海军司令萧劲光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批就是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带队，一行9人；第二批，是以

刘华清为首的10人来这里本科班学习；1955年又有两批人来这里进入特别速成班。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共派六批指

挥干部来贵院学习，这些人都成为人民海军高级指挥岗位上的中坚力量。比如方强同志就是从这里速成班毕业，回国组

建中国海军学院，成为第一任院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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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帅握着安德烈耶夫院长的手，真诚地说:“让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们不会这样迅速地建立起海军！”院长也紧紧地握住叶帅的手说:“我们是相互帮助的，中国海军派来的高级指挥学

员，个个都是模范和表率，他们纪律严明，刻苦学习，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帮助我院树立了良好的学风，给我院

教职员工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参观结束后，叶帅代表我军事友好代表团向该院院长赠送纪念品:由荣宝斋水印复制

并精心裱糊的徐悲鸿《奔马图》。 

  列宁格勒之行，叶帅感慨万千，他写下了《在列宁格勒》(二首): 

  游学苏联万里行，宵征前到列宁城。友人好客殷切甚，深夜清晨远送迎。十月革命一声炮，炮声响自列宁城。低回

留之不能去，参拜先师故宅情。叶帅在1928年底游学苏联，曾到过列宁城，时过30年，在中国革命胜利后重访这座名

城，参拜导师故居，回忆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明斯克会“铁帅” 

  离开列宁格勒，代表团又来到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铁木辛克元帅热情地接待了叶帅一行。

铁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曾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战后，他到白俄罗斯明斯克任职时，到处是瓦砾和大片废

墟。这里曾进行过残酷的战斗。法西斯德国撤退前炸毁了整个城市。铁帅向叶帅和代表团介绍战时明斯克遭受的破坏

时，拿出当时现场拍下的照片，展示了当时城市仅仅留下的断墙残壁。战后，人民重返家园，不到十年的光景，又重建

起一座崭新的花园般的城市。 

  叶帅因此又写下了几首七言绝句，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无存片瓦明斯克，十度春风庆再生，取得睦邻边警少，繁荣到处踏歌声。叶帅热情赞扬白俄罗斯人民重建家园的热

情和创造性的劳动。铁帅则称叶帅是文武双全的儒将。当晚两位元帅促膝谈心到夜半三更。交谈中提起朱可夫元帅最近

被罢官一事，铁帅感叹地说:“很可惜啊，朱可夫是位帅才，战时他在我们骑兵军里是个出色的团长，我很了解他。后

来打过许多漂亮仗，建立了不少功勋……”话题转过来，他向叶帅表示:“我非常尊敬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位著名

将领，你们都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能团结一致，具有优秀的军政素质。你们解放军真称得上保卫中国人民的坚不可摧

的万里长城。” 

  在明斯克访问期间，铁帅为表达对叶帅的情谊，把自己专用的“吉斯－110”高档轿车让出来，供叶帅使用，他自

己以坐骑代车。他告诉叶帅，他爱马，虽已进城多年，仍保持着骑兵的老传统。 

  本来代表团访问日程表上没有安排访问军官家庭，但铁帅建议代表团到下面看看。叶帅欣然同意。在铁帅亲自陪同

下，他们到家属区走访了几户军官家庭。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军官子女都称铁木辛克为“老爷爷”，并争先恐后

上前与“老爷爷”握手。铁木辛克幽默地对叶帅说:“你看，我多幸福，有这么多的孙男孙女，是的，我爱他们，我也

爱这块土地。白俄罗斯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也都认识我这个铁木辛克。”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到哪

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 

  此情此景又令叶帅有所感触，他又提笔写了《在明斯克》(之二)，赞颂这位令人尊重的老元帅： 

  铁木辛克旧知名，矍铄还疑髀肉生，健步健谈还健饭，尚堪为战夺金城。 

  基辅赠诗“崔帅”11月19日，代表团前往基辅访问。当他们搭乘的“图－104”客机在基辅机场徐徐降落时，叶帅

透过舷窗热切地向外张望着。飞机停稳后。他走出机舱，一眼便看到一位身着苏联元帅服、胸前佩满勋章的人，手持一

束鲜花健步向舷梯走来。叶帅一面兴奋地喃喃自语“就是他”，一面精神抖擞地快步走下舷梯，与对方热情地拥抱在一

起。这位苏联元帅就是此次出面接待代表团的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崔可夫。当晚，代表团在“军官之家”出席了崔可夫举

行的宴会。在宴会上，叶帅与崔帅款叙往事时，口占两首《第聂河畔会故友》： 

  别梦依稀十六年，拨云破雾见青天。第聂河畔会故友，纵论古今无尽言。斯大林城崔可夫，孤军背水不愁孤。漫谈

重庆当年事，省悟艰难统战殊。 

  “别梦依稀十六年”，叶帅与崔帅16年前在重庆分别后，世界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39年夏至1941年春，叶帅在

重庆南方局协助周恩来领导统战工作，那时崔可夫也在重庆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武官，两人经常来往，并结下深

厚的友谊。如今16年过去了，仿佛一场大梦。“拨云破雾见青天”，一个“雾”字寓意深刻。叶帅特意交代译员孙维韬

一定要把那个“雾”字翻好，说:“这可是一语三关哪！”这“雾”字一是说明叶帅和崔可夫元帅是在雾都重庆相识，

以“雾”来寓意地点，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东方巨人从此站立起来，“雾”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象征中国人民的

胜利，反映中国的政治气候是“破雾见晴天”，第三层意思是说明国际政治气候的，这次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聚会，解



 

决了由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给国际共运带来的冲击和混乱，大家统一了思想，国际共运呈现出一派祥和明朗的气

氛。崔帅听罢，对叶帅的才华表示非常钦佩。 

  崔帅可谓是中国通，1926年，他作为外交信使首次来中国，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学会了汉语。他第二次来

中国是在1927年。当时他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队中担任军事顾问，与当时任独立团团长的叶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后

来，因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叛变革命，援华顾问纷纷回国，崔可夫也同时撤离。1929年，崔可夫第三次来中

国，作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全权代表，到中国东北满洲里，同东北军张学良进行谈判。他第四次来中国，就是前面讲过

的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就是在此时，崔可夫认识了叶帅，并与叶帅结下深厚

的友谊。“第聂河畔会故友，纵论古今无尽言。”崔帅满含深情地对叶帅说:“那一阶段工作不容易，我们就是在那种

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而建立起这永恒友谊的。”这就是“漫谈重庆当年事，省悟艰难统战殊”的本

意。 

  在基辅这座英雄的城市，叶帅又作了一首缅怀烈士的诗： 

  聂伯河边访古都，康衢广厦展新模。更深拜谒英雄墓，篝火长明旦复晡。 

  临别，崔可夫元帅特地赠送叶帅一柄精制的佩剑和特制的马卡洛夫卡手枪作为纪念。在剑柄和枪柄上镶嵌着有崔可

夫签名手迹的不锈钢板，上面刻着“赠给老朋友叶剑英元帅留念，崔可夫敬赠”。如今，这些珍贵的礼物依然完好地保

存在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代表团回国途中经过伯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口东岸)作短暂停留。叶帅作诗《在伯力》以怀念苏联友人加伦将

军： 

  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叶帅30年前与加伦在中国革命策源地广州相识，两人在黄埔军官学校，东征北伐战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流血事件，加伦于1927年8月离开中国返回苏联。1929年第三国际东方部

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营地设在离伯力18里远的红河。当时叶帅留学苏联，也到远东去练兵，受命担任布留赫尔营营

长。已经是远东军区司令的加伦将军留他在远东军区司令部工作。后经叶帅一再要求，加伦才同意他去红河，与刘伯承

一起训练部队。1930年，叶帅从苏联返回中国后再未见过加伦将军。 

  12月3日，代表团回国。叶帅又作了一首《由伯力返回北京》： 

  天空海阔驾机回，万里山河入酒杯。指点长城关竞海，思归人亦笑颜开。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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