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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邓小平在上海过年》以纪实的笔法详尽、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生前七次在上海过年的情景。
作家彭瑞高采访了几十位当年接待过小平同志的各界人士，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耳聆听小平同志谈话   徐大刚是上海新闻摄影界的一位元老级人物。
可以说，现年50岁左右的上海市民，都是在报纸上看着徐大刚的新闻照片，走过以往那些岁月的。
    徐大刚是新闻记者中为数不多的老革命之一。
1945年，他19岁那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在淮南游击总队开展对敌斗争。
走上了新闻道路以后，他先后在山东《大众日报》、《鲁中南日报》、《农村大众报》等报社担任摄
影记者。
上海解放后，又到上海的《郊区农民报》工作。
他还担任过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处的新闻官。
解放初期，他为领导人（如宋庆龄、陈毅、谭震林、潘汉年等）拍摄的新闻照片，大多作为统发稿，
发往各个报社分头刊出。
《解放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文汇报》等上海报纸，往往同时发出徐大刚的新闻照
片。
许多上海市民看着照片，相互询问：“徐大刚是什么人？
”他们哪里知道，徐大刚此时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
    徐大刚为中央领导同志拍照，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
2003年，在举国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徐大刚拍摄的毛主席的照
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张毛主席与徐大刚两个人在一起的合影。
这位摄影家为领袖拍了多年的照片，这一次，终于得到了一张与领袖的合影。
可惜的是，我在采访时忘了核查这张照片的摄影者是谁了。
徐大刚为刘少奇、宋庆龄、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的照片，也是弥足珍贵。
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大刚被打成“攻击江青同志的反革命”，被正式逮捕，关进了上海市第一
看守所，他在那些年里拍摄、积累并保存在报社的两万多张照片资料，竟然被全部烧毁。
说起这段岁月，徐大刚至今愤恨难平。
    所幸的是，那些年徐大刚冒死在另处保存了许多宝贵照片，让人得以有机会一睹伟人当年的光彩。
“文革“后，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曾经到上海来征集宋庆龄同志的照片，徐大刚所提供的资料，是所
有中国新闻摄影家中提供得最多、最全的一个。
这为宋庆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9年秋，徐大刚在武汉遇到王光美同志。
他问光美同志：“少奇同志的照片您这里还有么？
”光美同志说：“我一张都没有了，‘文革’期间都给抄了。
”大刚同志说：“我可以送您几张。
”光美同志喜出望外，同时又有些将信将疑。
回到上海后，大刚同志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拿出了六张珍藏了多年的少奇同志照片，寄送给了王光美
同志。
这里有：少奇同志与宋庆龄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少奇同志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在一起的照片，
少奇同志与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一起的照片，还有少奇同志接见上海区县干部的照片。
光美同志收到这些照片，心情万分激动，提笔给徐大刚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徐大刚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和六张照片，非常感谢。
你冒着危险珍藏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使我深为感动⋯⋯”    徐大刚平静地对我说，对于刘少奇同志
这些照片的收藏，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样是收藏，收藏一张是反革命，收藏一百张也是反革命，
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多收藏一点！
万一给人抄出来，我就这样告诉他们：这是历史！
    徐大刚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影，其中以拍摄邓小平同志的照片最多，时间也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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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3、4月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起，徐大刚的镜头里就开始出现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
。
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1月以及这一年的初夏，中央政治局两次在上海召开会议，小平同志在上海
；1963年11月，小平同志再次来上海。
徐大刚感慨地说道：那时照片上的小平同志是多么精神啊，满头黑发，目光炯炯，正当盛年。
比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来，他是党中央核心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
    文革浩劫十年，徐大刚倒有九年在受苦受难。
    在这段岁月里，小平同志也来过几次上海，主要是陪同外宾访问上海，在上海城乡都留下了足迹。
可若干年后北京有人来搜集小平同志这段时间在上海的照片，却收获寥寥。
徐大刚心痛地想，这对党史国史和邓小平研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
如果自己当年参与为小平同志拍照，这种资料散失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大刚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他作为《文汇报》的摄影记者，又开始拿起心爱的相机，为时代留影，为小平同志留影。
    徐大刚记得，小平同志从1979年8月到1985年2月，先后4次来过上海。
    1979年8月的那一次，徐大刚印象特别深。
他记得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下榻“414”（即今天的西郊宾馆）。
徐大刚对这里是很熟悉的。
当年毛主席住在这里时，徐大刚作为摄影师，也常驻在这里。
毛主席住一号楼，徐大刚和贾兴元等上海同志则住在另一个楼里。
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西郊宾馆，徐大刚给小平同志介绍过毛主席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况。
什么地方散过步，什么地方拍过照，河边哪个地方看过鱼群等等。
他这个“导游”，当得很是称职。
    小平同志1979年在西郊宾馆，曾就内部宾馆和招待所应该尽快对外开放一事，对葛非（上海市委招
待处处长）说过一段话。
徐大刚身在现场，可以见证。
他认为，小平同志的这段指示，直接促成了上海和全国一大批内部宾馆先后对外开放、走向市场。
这段指示对于消除党内干部特权、促进机关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和壮大旅游宾馆事业，都起到了极大
的作用。
    徐大刚说，他记住了小平同志说的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可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他记不清楚了。
    很巧，十数年以前，我曾经采访过葛非同志。
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我倒是有一段记录。
当时葛非同志在东湖集团担任领导职务。
他知道我要写一篇《禁苑开放》的长篇文章，介绍上海内部宾馆与招待所过去封闭的历史和对外开放
的现在，表示十分支持。
他陪我去参观了东湖宾馆、兴国宾馆、瑞金宾馆、西郊宾馆、虹桥迎宾馆等主要宾馆，一边参观，一
边如数家珍地叙说这些宾馆所在花园的历史。
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瑞金宾馆介绍说，这里的一号楼，原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励志社”所在地；四号
楼过去又叫“三井花园”，是日本人的别墅，又做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学校。
1949年人民解放军打进大上海，这里是将军们驻扎的第一站。
“总前委”的领导邓小平、陈毅、粟裕、饶漱石、刘晓等，都曾在一号楼里通宵达旦地指挥过战斗。
1979年小平同志来到瑞金宾馆，在一号楼外面散步良久。
他指点着楼宇和林木，回顾峥嵘岁月，当年解放上海城的一场场战斗情景，他老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
。
    可惜葛非同志不久前去世了。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了讣告后才知道的。
如果他健在，我想我会再次去采访他。
    徐大刚要竭力回忆的小平同志与葛非同志说的那段话，十多年前在那篇《禁苑开放》中，我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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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　　1979年8月，邓小平同志到上海，住在位于虹桥路一侧的“414”（今名西郊宾馆）。
工作之余，小平同志喜欢散步。
一次散步的时候，小平同志指着满目青翠的林木草地，对陪同的上海市委招待处葛非同志说：“那么
大的一个院子，平时不用，老关着，花那么多钱养护，多可惜！
你们可以对外国人开放，赚点外汇，给‘四化’作点贡献么！
”这一讲话精神，后来在会见上海市委的常委们时，小平同志又一次正式提出，并指定了时间，要求
在1979年内作好各种准备，1980年就对外开放。
    这场在中国国内悄悄进行的内部宾馆大改革，其实就起始于1979年。
徐大刚为自己亲见其事的发端而感到荣幸。
二十多年过去了，徐大刚越来越清楚地掂出了小平同志这次谈话的分量。
小平同志关于向外宾开放内部宾馆的指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路。
上海那些以花园别墅为主的内部招待所，纷纷对外开放。
全国各省市的内部宾馆，也都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陆续对外开放，住进了国内外旅游者。
    1979年之后，小平同志又分别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来过上海，住的都是西郊宾馆。
徐大刚说，小平同志的几次视察活动，我都随队出去拍了照，许多照片当时就在各个媒体上与人们见
了面。
这一生，能为小平同志留下那么多的照片，我感到欣慰。
    用镜头定格难忘时刻   小平同志自1988年后，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
他老人家关心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外出视察。
其时，上海与全国大小报纸的读者，都会在小平同志的新闻照片旁边，看到一个名字：柳中央。
他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摄影记者，一个资深的新闻摄影家。
    跟随小平同志摄影，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但其紧张与辛苦，也在人们意料之外。
小平同志连续多年在上海过春节，往往只在年三十晚上，才安排一次简单的团拜活动，与上海市领导
见个面，共迎新春佳节。
这样的除夕夜，也就是柳中央同志工作得最紧张的夜晚。
    柳中央是一个十分敬业的摄影家。
一般早在除夕来临之前几天，他就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除夕夜小平同志会见上海市领导，正是他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高潮时刻。
这一场会见结束之后，柳中央并不是回家吃年夜饭，而是急着先回新华社上海分社，连夜冲洗放印照
片，送分社和总社的领导审看。
等完成了全部发稿任务后，他才回家。
踏进家门时，往往已是深夜。
家家“守岁”，而他却总是在奔波忙碌。
每年亿万人大饱眼福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柳中央总是看得很少，有时甚至根本看不到。
    然而一到次日早晨，手里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无论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是
《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许许多多的海内外报刊，往往都是在头版头条的地位，刊登“邓小
平同志与上海人民共迎新春”的消息，同时配发小平同志参加团拜的照片，这时，柳中央就会完全忘
记昨夜的辛苦，心里充满了轻松、愉快和劳动后收获的满足感。
毕竟这些辛苦拍摄的照片，国内外亿万读者都看到了。
而正是这些照片，展现了小平同志的形象，让世界各国的人民知道：小平同志在上海，小平同志身体
健康，与家人一道享受着天伦之乐，平静地过着一个老革命家的简朴生活。
这些信息对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新春佳节里的一大喜讯，所产生的激励与鼓舞，不是几
句话能够表达得清楚的。
    柳中央跟随小平同志外出视察拍照，有几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是小平同志到中百一店。
柳中央记得很清楚，那是1992年元宵节的晚上。
那天下午柳中央就接到了通知，说晚上有任务，要到中百一店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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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安排活动的上海同志介绍说，小平同志许多年没有进商店了，他老人家在南方的几个城市里，几
次想到商店去看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最后都没有安排。
上海这次下了决心，要满足老人家进商店去看看的愿望。
地点就安排在中百一店。
    这天下午，记者们比小平同志他们先行一步，到了中百一店。
七点多，小平同志来到了四楼商场。
柳中央看到，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马桂宁，在他有名的“三尺柜台”上见到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与
他亲切握手，两个人还在吴邦国同志的建议下，一道合了影。
后来，在一个文具柜台上，由马桂宁提供服务，小平同志给他的孙辈买了铅笔和橡皮。
卓琳同志和女儿们都很高兴地在一旁看着。
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平同志解放后第二次进商店买东西。
这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场面，被柳中央一一摄入镜头。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同志，十分欣赏这些照片，亲自挑选了一张，推荐给上海的一家杂志刊
登在封面上。
    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在小平同志购买好文具的几分钟之后。
小平同志到中百一店来的消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传遍了整个商场。
“邓伯伯来了，邓伯伯在中百一店！
”许多人喜出望外，兴奋地口口相传，要在这吉祥的元宵之夜看一看小平同志的伟人形象。
小平同志他们的电梯从三楼下到一楼，门一开，迎面就是欢乐的上海市民。
大家充满了兴奋与期待，热气腾腾的场面完全出乎安排活动的负责同志意料之外。
但老百姓对小平同志有着很深的、也很朴素的感情，这时意外见到了小平同志，都热烈鼓掌，高声招
呼：“小平同志好！
”气氛很热烈，场面却一点也不乱。
小平同志此刻也显得十分高兴，他发现人群中有位女同志手里抱着一个小女孩，还特地走上去，亲了
亲这个孩子。
这时，来接小平同志的面包车已经停在了六合路上，离开南京路只有几步之遥，小平同志走出中百一
店后，马路上的市民都热烈地鼓掌。
小平同志在车门外停下步，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
元宵节之夜，发生在上海市中心南京路上的这一热烈动人场景，实在令人永远难忘。
    还有一次经过旗忠村，也给了柳中央很深的印象。
那一天，小平同志视察闵行开发区，讲了长长的一段话。
这段讲话很精彩，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原来安排的计划，小平同志在闵行开发区待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因为谈兴起来了，谈话涉及了改
革开放的重要方面，视察就超出了原定时间。
结束了闵行开发区的视察后，小平同志一行乘车回西郊宾馆去。
车队经过旗忠村，小平同志看到村里一个小学校正在举行少先队活动，小学生们在操场上列队集中，
少先队的鼓号声响彻云霄。
这时小平同志就要求下车看看。
他老人家就是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尤其是见到了孩子们，他就特别高兴。
小平同志下车后，饶有兴趣地走到小学生的鼓乐队前，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他站在那里看着孩子们的时候，目光慈祥而温暖，就像是爷爷看着孙儿孙女们。
不一刻，小平同志看到人群中有位农妇手里抱着一个男孩，他老人家又走上去，亲切地在这个孩子脸
上亲了一下。
这些场面，都被柳中央迅速地捕捉下来，定格在胶卷上。
这些照片，有的在报纸上发表，也有的被收在当地许多种画册和纪念册当中，成为这个村庄永久性的
光荣画面。
那个被邓爷爷亲吻过的孩子，也成了同龄人中间的“小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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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小平同志去世后，柳中央还曾经去马桥乡旗忠村看过这个孩子，那时他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
如果柳中央的记忆不错的话，照此推算，这个幸运的男孩现在应该是一个高中学生了。
    柳中央同志最初接触小平同志，是在上世纪70年代。
那一次在上海展览中心，柳中央很偶然地见到了小平同志。
其时的小平同志，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第一次复出。
他作为副总理来上海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这时，小平同志正在展览中心大厅等候外宾到来。
上海那些“四人帮”爪牙，对小平同志很没礼貌，他们也在大厅等候外宾，却都离开小平同志远远的
。
也许因为等久了，小平同志拿出烟来要抽一支。
可惜他找不着火柴。
柳中央平时也抽烟，看见小平同志要抽烟却没火，就主动摸出了火柴，走上前去，帮小平同志把香烟
点着了。
就这么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且离开现在又是那么遥远了，可是在柳中央同志的记忆当中，却依然是那
么清晰。
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小平同志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又是那么高，他的经
历又是那样富于传奇色彩，而他当时的处境又是那样的微妙，柳中央又是以那样一种方式走近了小平
同志。
这种机会，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
    采访结束时，我问柳中央同志：您给小平同志拍了那么多的照片，您自己有没有和小平同志的合影
？
    柳中央说，你问起合影，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1992年，我们这些长期跟着小平同志拍照写稿子的记者，向上海市的领导表达了一个愿望：什么时
候，也请小平同志与我们一起合个影。
上海市的领导很理解我们的心情，很快就向小平同志的女儿转述了我们的愿望。
小平同志的女儿与老人家商量了一下，老人家爽快地答应了。
    一次团拜会结束后，小平同志的女儿对我们说，你们不是要跟老爷子一起合个影么？
今天是个机会。
请大家都准备好，先把队伍站好。
等一会老爷子走过来，一下子就能拍成了。
    我们这些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当时就像孩子似的，听到了这个消息，情绪很
兴奋，马上就把队形站好了，虔诚地等在那里，等候小平同志的到来。
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就走了过来，非常随和地站到了我们这些记者的队伍中间。
记得是杨尚昆同志的儿子、著名摄影家杨绍明同志，举起照相机，为我们和小平同志一道留下了一张
珍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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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计算机操作要让小平同志看到真实情况为小平同志留影最高形式的支持“您是我们心目中最德高
望重的”朱志豪三见邓小平建国后第二次进商店买东西“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雾散日出迎小平“
我看你们可以生产100万辆”在春节里为小平同志拍摄阳光下的旗忠村上海航空工业的节日“箭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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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上海过年》以纪实的笔法详尽、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生前七次在上海过年的情景。
作家彭瑞高采访了几十位当年接待过小平同志的各界人士，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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