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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回忆她和周总理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往事。
    从常人的角度看周恩来，看到的是一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总理标准像；    从家人的视角再
看周恩来，会发现他更为深邃复杂的人格魅力；    这幅真实展现周总理的全景图，对很多细节的记录
，读来莫不令人感动、伤怀⋯⋯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女士自幼在总理身边长大，亲眼目
睹、亲耳聆听了他老人家许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事，通过深刻的思考、饱蘸深情的笔触，她将这
一切传达出来，成为第一部亲人回忆总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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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Part.1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
，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
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
汽车进门，绕湖，过桥，再进门，一个一个的院门，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柏，一声一声老鸹的嘶哑叫声
从头顶传来，让12岁的我，手心冒汗，真觉得疹人，耳边顿时响起姥姥的话：老鸹叫，祸来到，要赶
紧向地下吐口唾沫。
我张开口刚想吐，抬头看看牵着我手的叔叔，又吞了回去。
很多人问过我，第一次进中南海一定很激动吧。
因为按常人想，这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又是去见当“大官
”的伯伯，当然心头乐开了花。
过去，听到这样的提问，我都笑笑没有实话实说。
其实，走进中南海我不仅没激动，正相反，真正是有点失望。
我原来渴望住的是天津那座有盛开的鲜花和绿茵茵草坪的白墙红瓦尖顶的三层小洋房嘛！
带我的成叔叔是个细心人，他瞧出我表情不自然，担心是我刚离开爸爸妈妈不习惯，是在想家，就不
住地跟我讲话：中南海过去是清朝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中
南海，而桥那边的是北海，就叫北海公园。
咱们住的这个院子叫丰泽园，听说过去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前在这住过。
现在东边的北院住着毛主席，咱住在东边的南院。
现在你伯伯正在外边开会，你先自己玩一会儿，等他回来我来找你。
我听话地点点头，自己在院子里转转。
丰泽园坐落在南海的北面，园内正殿是颐年殿，现在是中央领导人开会、会客的地方。
进院后，向东穿过几段走廊，便可看到由北向南排列着几进平房小院，我们就在南边的小院里。
刚才听成叔叔说，北面的小院住着毛主席。
我两眼笑成一条缝！
毛主席我已有印象，天津解放后，到处都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而且我还知道，毛主席
是共产党里最高的官儿，现在能和他当邻居，我怎么能不兴奋！
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
他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话音里带着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
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
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
”我看清了伯伯的脸，伯伯与爸爸长得真像！
伯伯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只不过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脸盘也比爸爸丰满红润，
仿佛显得还年轻些。
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
”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
叔们照顾和安排。
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
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
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
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
”伯伯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
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伯伯则永远认为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一直要求我和弟弟妹妹都叫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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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3年一天傍晚，我陪伯伯在西花厅院内散步，伯伯想到工作上的一个什么事，就高声招呼秘书
纪东：“小纪，小纪！
”我见秘书室关着门，担心伯伯的声音嘶哑里面听不见，就提高了声音接着叫了两声：“小纪。
”伯伯很不满意地瞥我一眼，声音严肃地纠正道：“怎么叫小纪？
叫叔叔！
”“伯伯，我比纪东大好几岁！
”伯伯这才没说什么。
在丰泽园，我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从中间门进去，东边一问是伯伯的秘书杨超和罗迭夫妇的
住房兼办公室。
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个小床给我住。
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1949年7月7日刚吃完晚饭，“爸爸好！
”随着一个甜美的声音，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那么自
然，那么真情！
记得刚到伯伯身边的第二天，我给妈妈发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自己有一个最特别的感受：这里兴握手
礼。
伯伯拉过姑娘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
。
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
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姐姐好！
”我乐乐呵呵地冲口而出。
是啊，当时维世已经二十多岁了，我应该叫她姐姐。
过去因为我是老大，从来没有一个大姐姐，今天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心里别提多高兴！
“秉德妹妹！
”维世立即过来拥抱了我，“好亮的一双眼睛，好甜的一对酒窝！
你现在住在这陪爸爸妈妈，这太好了，要不他们太冷清，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累出病的！
我太忙，管不着他们，你可要替我管好他们，不准他们太累，不准他们太晚睡觉⋯⋯”“好了！
”伯伯微笑着打住维世姐姐的话，“走，今天我带你们两个上天安门！
”原来，为了纪念抗战12周年及新政协筹备会召开，这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几万人的隆重的纪
念大会。
　　　那晚广场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而且还放了焰火。
可是，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不理解整个活动庄严神圣的意义，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
一个漂亮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她叫
伯伯，我叫伯伯，她叫阿姨，我叫阿姨，叫归叫，全然不对号。
一个晚上，我只是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热闹极了，快活极了，连天安门左右是什么建筑也没弄清楚，
时间已经飞逝。
 谁曾想到，这是伯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上天安门城楼。
等我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80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我花30元买了一张票上的天安门
。
伯伯和维世姐姐相继离开我二三十年了，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
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与众位领袖打招呼的熟悉乡音和维世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离开
天安门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看清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因为回忆的泪花一直蒙住了
我的眼睛。
1949年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京车站去接伯母。
其实那次伯母是受毛泽东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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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宋庆龄先生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她原本不愿意来，是伯母邓
颖超带着毛主席和我伯伯周恩来的亲笔信，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我的伯伯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她才
肯来北京的。
　 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
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吟吟
地说：“这是秉德吧！
”“大娘好！
”我也是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
“就叫我七妈吧！
好吗？
”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在我耳边说。
那时我才12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车站上又人声鼎沸，我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
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爸妈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里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
伯了？
可是爸爸没对我说过呀？
但是，转念一想，爸爸说过伯母是他最亲最好的姐姐，叫我一定听话，她愿意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
吧！
于是我随和地点点头。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跟着我这样叫。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无论是上北京师大女附中时，还是我读完师范学校在北京工作
后，我一直喊“亲妈”，自己从来没觉得什么，伯母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
只是后来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落在纸上时，伯母亲切地对我说：“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
，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
我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在家族中的大排行是行七。
”我这才弄清，当年她是叫我称她七妈，而非“亲妈”。
伯伯总是忙，他动作敏捷，处事果断。
每天多数时间是在他匆忙走出、走进或在饭桌上见到他。
教我见到什么人如何称呼，这都是七妈的事。
她告诉我：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因他年岁大，多年来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他的夫人是康克清，也
是妈妈辈的，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比较
合适。
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我印象很深的是：50年代，少奇伯伯就是雪白的头发，衬托得脸庞油亮红润，他身材高挑匀称，喜欢
站着讲话。
有一回，在西楼新礼堂看电影之前，他把上小学的妹妹秉宜揽过去，让妹妹背靠在他的恫中，而他两
只手抚摸着她的胖脸蛋，一边讲话，身体一边左右轻轻招着晃着，那一刻，妹妹的小脸笑成盛开的牡
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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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周恩来是我的至亲的伯伯，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伯伯的战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与他更亲！
因为他生命的绝大部分属于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他们的回忆，我无法更全面、更准确、更真实地了解伯伯的生平和精神。
我12岁住进西花厅，曾与伯伯一个庭院住，也有过无数的直接交谈。
但是，伯伯对公私极端分明，连七妈都不例外，我一个后辈，对他一生不平坦更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以
及他对党的贡献，又能了解多少呢？
所幸还有人以二十多年时间来努力阅读和研究大量档案，采访数千名与伯伯共经风雨的当事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金冲及、力平、廖心文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等许多同志，以极大的热情
、严谨的态度、持久的恒心对伯伯一生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极具权威性的书籍和文章供我参考。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如此靠近伯伯的心灵！
特别是南京军区的作家铁竹伟同志，她为这部书的撰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冒着严寒，顶着酷暑，找人采访，查阅资料，并且带病坚持写作。
我们两人多次交谈，反复修改书稿，合作得非常默契、愉快。
借此机会，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他们以及全国研究周恩来生平的学者、作家表示感谢！
这部书的二稿写出后，正逢我丈夫人骅不幸病逝。
我强忍内心悲痛，多次精读并修改全文，删减去一些段落，增补了许多首次披露的真实内容，其中附
录了我整理并珍藏多年的《周恩来曾祖以下世系表》，最终完成了《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也终于
了却了我、人骅以及86岁高龄老母亲和弟弟妹妹的最大心愿。
伯伯的一生已经完全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伯伯的人格力量已汇人世界文明的遗产，化为一道超
越国界、政见、时空的绚丽永恒的风景线，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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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你们要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
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你们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我作为国家的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向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希望在全
党、全国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风尚。
我如果这样要求别人，是不是就应该首先从自己家里人要求起?否则我再说什么也没有力量。
　　——周恩来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
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
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刘少奇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时代。
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自食其力。
　　——朱德我总要叮嘱自己，永远以伯伯为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人就要做伯伯这样光明
磊落大公无私的人⋯⋯　　——周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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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伯父周恩来》：我的父辈丛书菊香书屋亲情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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