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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济南中院，已出庭数
日的薄熙来神色黯然，面容显得极度
疲惫。在被告席上，薄熙来面对公众
做了这场被称为世纪庭审的最后答
辩：“已知在劫难逃，百感交集，也只
剩余生。”

高频次的镁光灯下，这位中共政
治明星往昔荣光消弭。薄熙来是中共
建政以来，继陈希同、陈良宇后的第
三位出庭受审的政治局委员。

薄熙来的父亲为中共元老薄一
波，薄妻谷开来之父谷景生是开国将
军，上世纪 30 年代即为中共地下党
北平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
父亲为北京前市委书记李雪峰，中共
北方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薄一
波、谷景生、李雪峰三位中共开国元
勋中，仅谷景生职级稍低，但亦战功
卓著，离休前夕仍主持新疆全面工
作，薄、李两人均跻身党和国家领导
人之列。

薄一波、谷景生、李雪峰晚年获
家人和组织悉心照料，三人皆为世纪
老人，在本世纪前后均以近百岁高龄
一一离世。而他们的后人则因为政治
因缘结亲，薄一波的二子薄熙来、谷
景生的五女谷开来及薄前妻、李雪峰
的三女李丹宇等三个红色家族后代
间，错综复杂枝枝蔓蔓的关系，亦因
此次涉薄的贪腐、滥用职权和受贿指
控案件，被渐次起底，浮现在众人面
前。

战火中结下的情谊

8 月 22 日，薄熙来案首次庭审，
薄、谷、李三家后人代表悉数出庭。薄
氏家族中，除了传闻与薄熙来素来关
系较好的薄家“五妹”薄小莹外，薄熙
来的哥哥薄熙永、弟弟薄熙宁出席；
薄妻谷开来的大姐谷望江代表谷家
列席旁听；李家的代表则是薄家三
代、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之子李望
知。

34岁的李望知与其父薄熙来外
形颇似：眉目秀气，前庭饱满，身材硕
长。李望知是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
短暂爱情成果。这是李望知首次以薄
熙来长子身份在公众场合出现，也是
他6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李望知曾
对外媒称，上一次与父亲见面还是
2007 年 1 月 21 日，在祖父薄一波的
葬礼上。

事隔6年，薄、谷、李三家又重新
坐到一起。唯有此时，这个红色家族
二代、三代间多年的恩怨被暂时搁
置，虽然共同诉求一致，但坐在庭上

的三家人恐怕各怀心思。
而 60 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薄一

波、谷景生和李雪峰，祖籍同为山西，
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同心同
德，携手并肩。

上世纪 30 年代末，中共北方局
委派薄一波回山西与阎锡山合作组
建新军。阎锡山惜薄英名，在薄一波
抵达太原翌日，即同意他接办和改组
山西牺盟总会领导机构。薄一波在牺
盟会27名新委员中暗自安排了21名
秘密共产党员。次年，薄一波按阎锡
山要求组建山西新军，以抗击日军。
当年8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
原正式成立，决死队随后发展到4个
纵队、1个工兵旅和3个政工旅，战地
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

决死队后来成为中共的新生力
量，薄一波下属谷景生曾任决死队第
一纵队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
织群众、改造旧政权等项工作。多年
后，薄一波评价昔日的“老战友和老

部下”谷景生所做工作，是“能否建立
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薄一波的山西新军后来为中共
输送了5万新军，得到毛泽东的高度
肯定。阎锡山与中共反目后，薄一波
即转入中共所辖的太行山区从事抗
战活动。薄在担任中共晋冀鲁豫边区
政府副主席、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
等职务期间，谷景生亦一直紧随薄的
领导，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下属太行
区五分区、七分区的政委兼地委书
记。谷景生的直接上司是太行区区委
书记李雪峰。李雪峰作为中共早期地
方组织领导，曾任职太行区区委书记
多年，太行山妇孺皆知其名。太行区
为邓小平部 129 师休养生息提供了
极大的支持，之后李雪峰随邓的部队
南下，转战郑州、昆明等地，直至进
京。

薄一波是山西定襄县人，其部属
谷景生是山西临猗人，而李雪峰是山
西永济人。三人早年并无交集，但在
戎马倥偬的太行山革命时期，三人成
为上下属间的战友关系，战场上的生
死考验，让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薄一波后来弃武转文，渐入中共
领导核心。而李雪峰一直矢志地方建
设，凭政绩步上青云。谷景生走的是
从军报国的仕途，也曾屡有转任地方
的机会，但旋即又因各种原因被召回
军界，官至少将。

作为“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
一，谷景生早在 1937 年就担任过中
共北平市委书记。“文革”时期，谷景
生被打倒，遭监禁关押12年。70年代
末获平反后仅一周，即被点名任广州
军区副政委，奔赴中越战争前线。此
前与谷开来等子女分离已有12年。

在越战中，谷景生为越军的流弹
所伤，越战结束后回到广州。而他搬
进宿舍的第八天，就接到中央调其去
新疆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军区政委
的命令。事后得知，是邓小平指名让
这位老部属到新疆主持工作。谷景生
到任后，实际上是新疆党政军一把
手。

战争中的红二代

中共建政前夕，太行军区抽调各
分区的基干团组建中原野战军第九
纵队（现隶属中央军委直管的空降
15军前身），需调一个既懂军事又懂
地方工作的纵队政治部主任。

在太行区的八个地委书记中，李
雪峰代表太行区党委推荐了谷景生，
谷时任太行区党委第七地委书记兼

分区政委。
谷景生之后又接替黄镇任第二

野战军15军政委，与秦基伟搭档。谷
既任军职，又兼地方工作：先后任郑
州市和昆明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谷景
生的同乡兼密友薄一波此时任华北
中央局第一书记，昔日上级李雪峰则
奉邓小平之名，抽调太行根据地数百
干部和 8 万民工，挺进中原，先后任
中共中原局副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
记兼省军区政委。

中共这些上层精英们在南征北
战中娶妻生子，许多儿女的童年在硝
烟中度过。薄一波在战争年代育有三
女四子：与前妻育有长女薄熙莹，与
第二任妻子胡明生有老二薄熙永、老
三薄洁莹、老四薄熙来、老五薄小莹、
老六薄熙成和老七薄熙宁。

李雪峰则育有子女五人，三女二
子。分别是老大李晓林、老二李丹琳、
老三李小雪、老四李丹宇和老五李小
峰。李晓林曾撰文回忆：“三个大的都

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我出生在
左权县，妹妹二林（李丹琳）、弟弟小
雪（李小雪）在涉县。”李家本还有一
女，在太行山区日寇扫荡期间不幸夭
折。

中共战史记载，1945 年，林彪、
罗荣桓部经过河南滑县以西的平汉
铁路时被敌人发觉，战斗打响，驮着
林豆豆和李丹琳（李雪峰之女）的驮
篓掀翻在花生地里，部队通过封锁线
很远后才发觉两个孩子丢了。叶群吓
得眼睛发直，林彪则脸色铁青，急令
警卫员们回去寻找。一位董姓警卫员
最后在花生地里找到了两个孩子，二
人在驮篓里酣睡方醒，丝毫没有受到
惊吓。

李雪峰的长女李晓林、次女李丹
林和长子李小雪很小就被寄养在农
村奶妈家，直到李雪峰工作稳定才接
回父母身边。乳名为“小矛”的李家三
女李丹宇和二子李小峰生在战事平
息后的 50 年代，自小跟随李雪峰左
右。

中共游击时期的领导人择偶，大
多选择队伍内的同志或控制区内的
妇女干部。如薄一波的第二任妻子胡
明 1937 年是中共广东省委秘书，李
雪峰之妻翟英是太行区下属某县的
副书记，谷景生之妻范承秀是太行山
区著名才女与妇救会干部。范承秀为
谷景生育有五个女儿，依次是：谷望
江、谷政协、谷丹、谷望宁和谷开来。

在革命年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
婚姻家庭，一般是在封闭的红色圈子
内选择根红苗正、志同道合者为侣。
这是从经历中共各种内部肃反运动
和斗争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成了这
些日后红色后代婚姻家庭潜意识的
选择标准。

老布尔什维克间的联姻

建政初期，中共需要大量卓有功
勋的革命干部填满和充实上至中央
下至省市县的政务班子，文官序列的
薄一波、李雪峰得到了较快擢升。

上世纪 40年代末至 50年代初，
薄一波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全国
编制委员会主任，还兼华北局第一书
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雪峰则担任中
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
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
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
等职。

谷景生此时仍身着军装，辗转国
内各个战场。在赴朝鲜战场前，谷景
生从昆明飞往重庆找到点名其赴朝

参战的邓小平，表达希望留在地方工
作的想法。邓小平沉吟片刻对谷说，

“你还得去，担任志愿军15军政委兼
党委书记，秦基伟任军长，朝鲜战争
结束后，去不去地方工作那时再考
虑。”谷景生服从命令，他率领的 15
军后来成为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中
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亦为中共军
队输送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
一大批英雄典型。

自朝鲜战场班师回国后，谷景生
被任命为防空军副政委，党委第二书
记。不久，谷景生被其老上级薄一波
调任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当
政委，协助钱学森院长主抓导弹部
队、原子能工业的筹建工作。

在太行游击时期便相熟的薄一
波、谷景生和李雪峰三家人颠簸数年
后，得以在北京重逢。

1956 年，薄一波二子、7 岁儿子
薄熙来入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彼时
的老师关敏卿对薄熙来印象很好，称

其“两眼正气，说话彬彬有礼。”
薄熙来的小学同学在一篇博文

中透露，在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挑选
为外国元首献花的儿童，条件是：是
乖孩子，长得还要漂亮可爱，个头要
高，“我和薄熙来都被选中了”。

薄熙来在北京上小学第三年，小
他9岁的谷家幺女谷开来出生了。此
时正值“文革”初期，其母范承秀被打
成右派，谷景生亦因妻子受累，被调
离五院，到总政任群工部部长，控制
使用，从此便被打入“不被重用”行
列。谷开来没有赶上父母春风得意的
时候，恰恰相反，却最“生不逢时”。

1967 年元旦，偕家眷在广州的
薄一波被红卫兵带回北京囚禁，谷景
生不久后亦入狱，范承秀则被关入牛
棚，五个女儿基本处于放羊状态。谷
景生曾写给女儿们一封“文革”家书，
让他们坚决拥护这场由毛泽东发动
和主导的伟大运动，“没有资格参加，
也罢。”他叮嘱女儿们不要因为造反
派们三天两头来家里抄家就“对党有
想法”。这位忠诚的中共政工干部希
望长女谷望江从历史唯物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理解这场运动的
意义。还让三女谷丹想法上小学，在
家勤练柳书，保护好小宁（谷望宁)和
小丽（谷开来）。

谷开来很早就辍学在一家纺织
厂当女工，也曾在猪肉坊卖过猪肉。
自小没有享受到父母呵护的谷开来
被迫学会自我保护，为人自立要强，
专横且聪慧。重庆时期，谷开来喜欢
王立军等人称其为“五哥”，即与此段
人生经历有关。

70 年代初期，谷开来的三姐谷
丹与李雪峰儿子李小雪结婚。尽管两
年后李雪峰也被打倒，但此时他仍任
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高
位，比起被以“叛徒”和“右派”家属名
义关押的薄一波及谷景生来说，境遇
好得多。同意儿子与失势的老战友女
儿结好，体现了李雪峰这对战友的情
谊。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也在 1976
年9月与薄一波的二子薄熙来结婚，
不过，这最终是一场悲剧。

家庭的分裂

一位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告诉记
者，中共的高级干部子女一般都会和
级别相同的高干子弟结婚，青春年少
的薄熙来也遵守了这条准则。当时的
薄熙来不仅身为“黑五类”，还背负一
段牢狱经历。薄熙来涉贪腐被诉后，
有人提起他年轻时这桩旧案，称他入

狱原因是偷拿新华书店的辞书出去
卖钱。另一种描述版本是，当时薄氏
兄弟 3 人与元老林枫之子林炎志同
为“黑帮子弟”，经常玩在一起，成了
铁哥们儿。他们把全国政协副主席高
崇民家的吉普车偷出来玩，并开上
路，不料撞死一头小牛。那时牛是生
产队的头等财富，四人立即被抓。审
讯时被定性为“阶级敌人在搞破
坏！”江青亲自下令，“将薄一波家的
黑崽子抓起来”，结果四人同时被判
入狱。

1972年，经周恩来的指示，在高
级干部子女管教班强制劳动结束的
薄熙来被安排到北京一家五金修理
厂的电工班当工人。据称，高干家庭
出身的薄熙来颇结人缘，很多工友为
其介绍女朋友。薄熙来还是把眼光投
到了圈内：李雪峰家的四女“小矛”
（李丹宇的小名）。

薄熙来和李丹宇自幼相识，李丹
宇还是薄熙来小学时期的玩伴。二人
的父亲是同乡兼战友，进京后，李雪
峰还一度接替薄一波任华北局第一
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

虽然李雪峰在“文革”中也被开
除党籍，革职查办；但李丹宇彼时是
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地位较之薄
熙来的“黑五类”的工人身份，仍是高
高在上的。

薄熙来在给李丹宇的情书中写
道：“如果把你的大脑比做一个剧院，
现在也许已经座无虚席了，早被冠心
病、动脉硬化、胆固醇、心电图之类的
医学名词占满了”，“我这个迟到者自
然没有座位。但只要有耐心，功夫不
负有心人，我想双方都会找到座位
的。”这封长达11页的手写情书迄今
被李丹宇保存得完好无损。

李丹宇称，与薄熙来“最初几年，
拥有纯真爱情”。薄熙来追求李丹宇
时颇花心思，他用微薄的薪金买了一
个画有小朋友的小铁盒、一个女孩子
喜欢的帽娃娃和抱着球若有所思的
小熊猫，作为礼物送给李丹宇。

李丹宇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
“即便他30年都没来看过我，我还是
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只记得那
些美好的光阴。人不能生活在仇恨
里。”两鬓斑白的李丹宇回忆说，薄
曾经是一个朴实、上进的青年，“他
那时经常阅读马列选集”。夫妻的裂
痕可能产生在薄熙来进入北大之后，
李丹宇揣测那时薄熙来就与谷开来
好上了。

薄熙来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是在
1978年薄一波平反复出后。同年，20
岁的谷开来进入北大时，也恢复了高
干子女的身份。年轻美貌的谷开来很
快成为高干子女圈中的名人。

李丹宇的嫂子是谷家三女谷丹，
谷丹则是谷开来的姐姐。薄熙来选择
与他妻兄的小姨子结婚，令薄、谷、李
三家大跌眼镜。薄一波出狱的那年，
薄家的四个儿子都已结婚，他没有时
间干涉儿子们的婚姻，但传闻因薄熙
来与李丹宇离婚难断，薄一波出面调
停，薄、李两家从此有了隙缝。红二代
们的选择随着薄案的开审，薄、谷、李
三代红门恩怨又演绎出了新故事，佐
证了人性的种种王立军在叛逃前，亦
向薄熙来证实，谷开来曾策划让王立
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
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叵测和凶险。《纽约时报》记者去
年援引薄熙来前妻李丹宇提供的资
料披露，在薄熙来失势前几个月，薄
熙来曾要求他第一任妻子的哥哥李
小雪到重庆与他会面。薄要求对方走
进院子后关掉手机。薄熙来说，有证
据可以证明，有人一直在试图毒害谷
开来，他怀疑投毒的幕后主使是他和
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下转7版）

薄、谷、李家族联姻探秘

革命年代中共高级领导
人的婚姻，一般是在封闭的红
色圈子内选择根红苗正的志
同道合者为侣，这是从经历中
共各种内部肃反运动和斗争
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成了这
些日后成为红色后代者潜意
识的选择标准。

图为薄熙来、谷开来与谷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