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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开明祥和、平易可亲的邓大姐                                                        杨拯民    我们全家对邓大姐
都怀有深挚的感情。
我和邓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1992年4月份。
当时我因小病住院被她知道，她派秘书来看望。
出院后，我去看望她。
她正在重病之中，仍然叮嘱我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大姐住院期间，我看过她几次。
她骤然离去，使我在感情上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痛惜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一直关怀爱护和指导我的慈
母般的长者。
    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大姐是1944年秋天，在延安杨家岭周恩来同志的窑洞中，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那年秋天，组织上决定把我从中共米脂县委调往关中军分区。
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当时陈毅同志拿着电报来找恩来同志商量事情。
邓大姐在一旁看到我十分拘谨地坐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
她十分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等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精神也放松了许多。
一会儿，陈毅同志走了，恩来同志又继续和我谈了起来，这时候邓大姐很自然地走到一边去了。
谈完话，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带我去杨家岭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饭堂去吃饭。
途中，恩来同志不时被人拦住交谈。
到了饭堂，见到都是中央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少奇、弼时、富春、陈毅等同志均在
这里吃饭，我有些不知所措。
邓大姐又来和我闲谈。
她告诉我，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食堂有六菜一汤，主食有米饭、馒
头、面条。
她让我多吃一点，喜欢哪样就吃哪样。
她热情周到的关照，使我紧张的心情踏实了许多，温暖之情油然而生，至今记忆犹新。
    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解放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直到1962年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
，才有机会再和邓大姐见面。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看完电影，大姐一下子看见了我，马上叫住我：“你不是杨拯民吗?”随即转身
告诉了周总理。
总理说：“我见过他的，他现在已经在陕西省委当书记了。
”真没想到，相隔18年之久，邓大姐在电影场能一下子认出我来，使我很激动。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总理写信。
没过一星期，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病重期间，我寸心悬悬，多方打听，想去探视，连写了几封信给邓大姐希望看望总理，但未能如
愿。
总理逝世后，天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不让我来京参加吊唁活动。
经过我多方努力，直到最后一天中午，王炳南同志才打来电话，叫我下午3时前赶到北京医院。
这才得以向最敬爱的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1978年4月，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工作，见大姐的机会多了。
特别是1982年我调到政协担任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工作后，邓大姐作为第六届政协主席，我即
开始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承教诲，接触更多，感受也更深了。
5年中，她那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同志、朋友的博大爱心，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
    邓大姐担任政协主席后，经常到机关办公室来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每次大会和常委会她都到会。
同时，她还要参加几次小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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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到她的年事已高，身体又多病，劝她减少几次会议，但是邓大姐坚持到会听取同志们的发言
。
此外，邓大姐还要亲自找外地来京委员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邓大姐特别重视政协的民主制度，她确定除了每次要开小组会以外，还要有大会发言，给每一位委员
多一些发表个人意见、见解的机会，以充分发扬民主。
常委会开会时，她坚持每次到会，倾听委员们的意见，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在平时工作中，邓大姐作风严谨细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密切联系群众。
我们每次向大姐请示工作，总是很快就得到她的批示，最长只要一天时间就能得到回音。
她的指示总是十分具体、明确。
她的工作效率是十分高的。
从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大姐的工作效率之高，实属罕见。
第一件事是1985年，杜聿明先生的夫人在香港去世，大姐决定让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先
生去港办理善后。
在邓大姐的亲自疏通干预下，还在密云水库休假的英国使节连夜赶回北京签字放行，复杂难办的人港
手续只用了24小时就全部办好。
第二件事是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在东京访问期间，突然病逝。
也是在大姐亲自安排过问下，我们从北京到东京，办完华罗庚副主席的验证、火化、运送，直至安葬
在八宝山公墓，仅用了36个小时。
    邓大姐听取别人意见，总是从善如流。
只要你的意见正确，就很快会得到她的有力支持和鼓励。
记得一次她在政协工作人员大会上对机关工作有所批评，后来经过说明情况，在另一次会议上她就作
了更正。
邓大姐非常注意了解周围同志的情况。
同时，她也真诚地希望同志们了解她。
一次我去中南海西花厅，她让秘书给我看女作家胡杏芬写她1937年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时的故事《
李知凡太太》一文。
我懂得她是让我们这些助手更了解她，不但了解她的现在，还知道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经历。
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
    邓大姐继承发扬了周总理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些事情我们想不到、看不到，她却观察人微，并
身体力行。
有一次政协大会期间，邓大姐指示我们要照顾好程砚秋的夫人，尽可能在生活和医疗条件上给予照顾
。
原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儿子原为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病故，大姐立即关照将王以哲的女儿补为政协委
员。
这些事情她想得都比我们深。
    和邓大姐接触过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大姐对人非常热情。
对我们这些助手，她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
平时，当她发现我们有什么错误的时候，立即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
但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及身体情况，她又常常像慈母般地给予人微的关心。
1979年，我第一次突犯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
邓大姐知道后，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尽力抢救。
由于她的关怀和医院的努力，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并且在第一线继续工作了八年半。
1987年，我第二次心肌梗塞，大姐又一次给予了直接有力的帮助，再次挽救了我的生命。
此后，大姐又批准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
我现在还能做一些工作，是大姐殷勤眷顾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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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后记2004年2月4日，是敬爱的邓颖超同志100周年诞辰。
为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回忆文集。
    收入本书的回忆文章，有的是过去曾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的是我们根据采访记录整理的，有
的是专为本书撰写的。
其作者有同邓颖超同志共过事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同邓颖超同志有过工作接触的老部长、老同志
，有邓颖超同志的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和革命后代，也有与邓颖超同志有过交往的知名老作家、艺术
家和普通工作者。
其内容既有重大事件的叙述，也有一些生活交往的细节写真。
这些文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邓颖超同志光辉的一生，印证了她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道出了她的平
凡与伟大、睿智与风采。
    本书的编辑出版，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许多老首长、老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翔实生动的回忆，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审定稿件，这是令本书编
辑组非常感动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颖超》摄制组为本书提供了访问记录；重庆出版社对本书的出
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接到本书的编辑任务时，距邓颖超同志100周年诞辰仅有两个月了。
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组织更多的老同志为本书撰写回忆文章，也难以将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全部选用
，敬请鉴谅。
同时，仓促之中，难免存在错漏之处，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主审廖心文，主编陈扬勇。
潘敬国参加了编辑工作。
                                                                本书编辑组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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