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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0时10分，经连续4
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陈长江说：“毛
主席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
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对他个人
身后事的处理，他没有做任何交代，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想法，怎么处
理请后人定夺，他并不在意。”

当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中南
海202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那里
开会，从凌晨 1时许一直开到黎明时
分，讨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最
后，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
分两步走：先做遗体的保护，这是必
须的，以利于进行发丧、吊唁；然后
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研究决
定，或火化，或保存，都是可以的。时下
当务之急是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否则
连发丧期的几天都难以维持下去。就这
样，一下统一了与会者的认识。于是，布
置各项工作，分头抓紧落实。

当天，汪东兴把张耀祠和陈长江
找去，交代说：“毛主席在世时，他
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你们一中队负责
的，现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
遗体的警卫任务仍由你们一中队担
任。”汪东兴还特别对陈长江强调
说：“你们要和毛主席在世时一样，
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
非常光荣的……”

9月11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
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
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毛泽
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这里聚
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陈长江说：“毛主席遗体的转
移，组成的车队几乎和毛主席生前外
出时一样。前卫车 6个人主要负责安
全，保证顺利通行，后卫车也是 6个
人，不同的只是中间的主车不是往日
的轿车了，而是一辆灵车——— 车体宽
大，顶部较高。我组织8个人用担架将

毛主席的遗体从 202室抬出，上了灵
车，并与卫生部的专家们配合，守护
在遗体的两侧，防止在行车中对遗体
造成任何的损害。在后卫车之后，是
华国锋等护送毛主席遗体的中央领导
同志的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几
辆小车护送着。在仲秋的深夜里，在
府右街的路上，车队缓缓前行……灵
车队终于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按治
丧委员会的安排，将在大会堂北大厅
举行群众性的吊唁。大会堂北大厅
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
体被抬着放在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的
平台上，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
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
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从9月12日上午起的一周内，各界
群众代表和党政机关干部到大会堂吊
唁、瞻仰。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
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
毛泽东警卫队长回忆伟人临终事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人民的
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这年 7月 6
日，朱德委员长逝世。老战友接连离
去，对毛泽东一次次予以打击，使他
的健康进一步恶化。

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早已进入
特护阶段，整日不能离开医护人员。
医疗组不断发出警告，根据主席的病
情，任何的移动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
严重的威胁。后经中央领导几次研究
决定：将毛泽东转到不久前新建的一
处平房“202”(工程代号)。

7月29日，陈长江进入毛泽东的卧
室，见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显然已处于昏迷或者半昏迷状态。看
到毛泽东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
随着缓慢的呼吸，那根管子一动一动
的，陈长江有些心酸，不忍多看。这
天上午10时许，陈长江等用布单做成
软担架，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抬进了
新房子……

9月7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
化。陈长江记得，这天下午，中央领

导到齐了，都集中在202南大厅开会，
中心议题是主席的后事。“9月8日，
毛主席已进入弥留状态。这天，江青
窜到毛主席的卧室，不顾毛主席的病
情，也不听医护人员的劝阻，以给毛
主席翻身为由，寻找毛主席可能留下
的遗嘱和毛主席文件柜上的钥匙。她
给毛主席这么一翻身，致使毛主席颜
面青紫，血压上升，医护人员不得不
实施抢救，但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效
果。可是，江青则像没有事似的，到
别处逛去了。”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病危中
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根
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8
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 1 1
次，共2小时50分。他是在抢救的情况
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
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
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
用手托着。”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
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
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

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

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
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
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
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
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
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
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
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
白。

当叶剑英走到床前时，毛泽东忽
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
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
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
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
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
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翕着，
但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叶剑英拉着毛
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
头。此时，叶剑英拉住毛泽东的手，
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
命……

1950年，陈长江被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警卫毛泽东主席，他是新中国

成立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护送毛主席的遗体前往纪念堂，让他老人家在那里安息后，

陈长江和警卫分队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离开他时，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9月20日凌晨4时，毛泽东的遗体再次转移，暂
时安置在一个叫做“ 7 6 9”的地下室进行保存。
“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和张耀祠找我们开会
说，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在那里存
放毛主席的遗体，供后人纪念瞻仰。纪念堂建设时
间可能要1年时间，这之前保护毛主席遗体仍由一
中队负责，并指定我负责，还强调要保密，这里的
情况不能向任何人讲。”

这个代号为“769”的遗体保护室原来是某医
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条件齐全。按照遗体
保护的要求又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一
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在保护室的中央是一
个巨大的、盛放遗体的钛金属容器，容器里盛满了
药液，遗体就浸泡在药液中。

遗体保护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当
然还是防腐。不仅仅要遗体不腐坏，还要注意遗容
的颜色、神态。要长期保存，遗容就不能进行化
妆，任何化妆品对遗体都是一种损害，陈长江说：
“毛主席的遗体安置在这个地下室后，在这里生活
的连卫生部的专家在内有30多人。此后的一段时间
里，华国锋、叶剑英等几次来‘769’问讯卫生部
专家，看遗体是否有变化，也安慰和鼓励大家做好
工作。”

毛泽东主席就静静地躺在这里，没有谁再打扰
他的安宁。一直到这年10月6日深夜，一队匆匆而
来的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是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张耀祠……没有任何信息和通报，首长们
如此密集地出现，一定意味着有什么重大情况发
生。只见首长们站在毛泽东遗体跟前，鞠躬、默
哀。随后，陈长江只听到华国锋喃喃有词，像是向
主席报告重大事情：“主席，我们执行了您的遗
愿，一举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请主席您安
息吧！”首长们再鞠躬后，匆匆离去。他们的身影
消失在地下室口那幽暗的灯光处。

经过近1年的紧张施工，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交
付使用。1977年8月20日，是决定把毛泽东遗体转
移到纪念堂的日子。这天凌晨1时20分，陈长江等4
人穿上防毒衣，戴上防毒面具，直入“ 7 6 9”室
内，把毛泽东遗体抬上灵车。运载遗体的车辆从
“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毛主席纪
念堂。

陈长江回忆说：“到了纪念堂，依然是我们4
个人，穿戴好防毒装，把新做的水晶棺抬到密封的
消毒室，在卫生部专家的指导与密切配合下把毛主
席遗体安置好。当天上午遗体移入水晶棺内，我们
换了衣服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过来与我
们一一握手、问好，说：‘……代表政治局和全国
人民，感谢你们多年来保卫毛主席，也感谢你们这
1年保护毛主席的遗体……’”

护送毛主席的遗体前往纪念堂，让他老人家在
那里安息后，陈长江和警卫分队的工作才算告一段
落。

(据《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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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资料片）

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左为叶剑英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