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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雪、何凡、凱雷）周秉德近日在參加
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協會舉辦的「周
恩來公共外交思想與實踐」研討會時說，
「周總理非常重視中國與各國民間的交
往。當年他特別重視中日民間外交，在我
年輕的時候，就對我有交代：中日是一衣
帶水的兩國人民，人民之間一定要世世代
代友好。」
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最大的女兒，自12

歲住進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來身邊生活
了十餘年。周恩來夫婦無嗣，周秉德因此
成為與周恩來關係最密切的晚輩，曾任第
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與國外民眾手握得緊

周秉德回憶說，周總理在國外，民眾對
他特別熱情，他和民眾握手時都是兩眼注

視對方，手握得很緊。有一次他
從國外回來，說很多國

家的老百姓都
很 熱

烈地跟他握手，最後他把手都握得很疼
了。他的右手本來就受過傷，但是他又很
認真的很緊的握，很真誠的對待人，這種
是很感染人的，這些都是他在公共外交和

民間外交很起作用的內容。

重視民間外交 囑中日世代友好

清明前夕，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專訪了周秉德女士。周

秉德說，周總理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副
主席，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主席，
伯母擔任第六屆政協主席，政協的歷史
就是團結與民主，告慰開國前輩最好的
不是紀念形式而是繼承精神的行動，於
國就是發揚團結與民主的主題，於家就
是傳承家風，踐行率先垂範，以德育人
的精神。

兼任首屆副主席卓有成效

回顧首屆政協，周總理協助毛主席作
了大量籌備與組織工作。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職權，代表全國人民的意
志，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發揮
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周恩來對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和制度創建作出了
巨大的貢獻，他親自起草《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更為重要的是
在政協創建之前他就做了大量、重要的
組織工作。從抗戰始到國共合作，團結
各黨派知名人士，廣交朋友，為統一戰
線的建立奔走，周秉德回顧自1937年至
開國政協創建的歷史，到周恩來擔任首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後所做的工作，感慨
道：雖然他擔任政務院總理和外長，但
自第二屆起擔任政協主席一職，仍然是
「非他莫屬」。

周秉德說，周總理兼任第一屆全國政
協第一副主席，這個兼任並非虛職，而
是對政協工作極為高效的執行與落實。
周總理為協助毛主席主持全國政協，在
建立政協組織框架機制與圍繞團結民主
兩大主題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這包括全國政協創建伊始成立政治
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國防、外
交、民族事務、華僑事務、宗教事務等
8個工作組，到政協最終由全國委員會
全體會議和常務委員會兩個層次構成，
周總理皆有結合國情與從實際工作出發
的創見並協商組織、付諸落實。

團結各界劃「最大圈子」

周秉德說，周總理兼任首屆政協副主
席，到兼任接續三屆政協主席，非常合
適，因為政協就是要團結各方力量，周
總理正是廣交朋友、善於團結人的典
範。
她舉例說，政協籌備初期，他極盡多

種方式與關係，熱情邀請知名人士參加
新政協。他和毛澤東聯名致電宋慶齡，

懇切表示：「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
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
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她並派伯母鄧
穎超特地赴滬恭迎宋慶齡北上。周總理
曾強調：要盡可能地團結最大多數人，
要劃「最大的圈子」，不要劃「小圈
子」，「要在觀念上，把黨外凡是能夠
爭取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士，當成
黨內幹部來看待。」由於周恩來卓有成
效的工作，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工商
界和文教科技界的知名人士以及一些國
民黨軍政要員都留下來參加了新政協的
工作與新中國的建設。

清明緬懷政協先輩 訪周恩來侄女周秉德

連任三屆政協主席
周恩來值得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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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傾心於用周總理精神引導青少年蓬勃成長的事業，其

中重要一項就是推動面向青少年的「周恩來班」創建活動。

從1984年南京梅園中學創建第一個「周恩來班」起始，至今

全國各地已有近200個。從北京的高校到拉薩的中學，以周總

理精神激勵引導青少年的班級爭優活動已成為中國內地學校

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恰如一滴水折射太陽的光輝，周秉德以梅園中學的故事闡

釋「周恩來班」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那是1980年，在梅園

中學擔任語文教師的孫逸江接手初一（5）班，這個班當時集

中了同年級中學習成績和思想品德都相對落後的所謂「雙差

生」，「可以說是最調皮搗蛋的班。」周秉德說。

了解革命精神 中國越有希望

面對這樣的班級，如何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成為孫逸江

最大的苦惱，此時，距學校僅有幾百米的梅園新村紀念館和

眾人敬仰和愛戴的周總理成為解開難題的關鍵。後來他就帶

學生去周恩來紀念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給他們講周恩來的

故事，之後學生們真

的轉變了。次年，這個班級一

躍成為全校的優秀班集體，並在1982

年成為全國首個「周恩來班」。

在參觀「周恩來班」成果展示時，周秉德曾感慨地說：

「看到一個個『周恩來班』的建立，我覺得中國更加有希望

了。現在有些孩子並不是很了解老一輩革命家及領袖的優秀

品質，但已經有很多學校成立了『周恩來班』，這將幫助青少

年們更加了解老一輩的革命精神，中國也將越來越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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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明節，周秉德約同六姊弟一同前往天津。她說，「伯父與伯母將

天津視為第二故鄉，那裡有唯一為他們二人共建的紀念館，有我們栽

的海棠樹。每當看到海棠花開，我們就彷彿看到伯父傲岸的身影，慈

祥的笑容。伯父和伯母的愛，緊緊地包裹㠥我們」。周秉德的伯父就

是周恩來。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外貌。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接受本報訪問。 王曉雪 攝

■紀念館裡的周恩來鄧穎超雕塑。

■紀念館中仿建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辦公室。

■年輕時

的周秉德

(左)與伯

父周恩來

合照。

「周恩來班」激勵青少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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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雪）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15周年，由

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周恩來鄧穎超

研究中心、偉人文化傳承中心主辦，周

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承辦的《珍貴的瞬間

—紀念周恩來誕辰115周年圖片展》，於

清明節前夕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開展。

115張照片記錄偉人事跡

此次展出的115張照片，是從當年為黨

和國家領導人攝影的新華社記者崔寶林

收藏的照片中精選出來的，均為老一輩

攝影家和老新聞攝影工作者拍攝，還有

部分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人員和親

屬趙煒、高振普、周秉德等提供，近半

數的照片首次和觀眾見面。

展覽以新聞人的視角，通過一個個珍

貴的歷史瞬間，記錄了周恩來總理為新

中國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具有歷史文獻

價值和很高的欣賞價值。

第二故鄉天津相伴到老

位於風光綺旎、景色怡人的天津水上

公園風景區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於

1998年2月28日落成開放，這是一座園

林式的偉人紀念館。館外紀念廣場、巨

型花崗岩雕像《高山仰止》、不染亭、紀

念林、草坪花卉與主建築相互襯托，環

境幽雅，氣氛莊重。紀念館內有館藏文

物近7,000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57件，

文物價值彌足珍貴。

天津是周恩來鄧穎超始終眷顧的第二

故鄉，在這裡，他們相識、相知、相

戀，共同走向革命道路，風風雨雨，一

路相伴，生命盡頭又將骨灰撒入海河。

生活在天津的人民，和周總理、鄧大姐有㠥難以言

喻的深厚感情。

在周恩來、鄧穎超的紀念日、清明節、「七·一」

等節日期間，來自各地的觀眾以各種形式來館緬懷

偉人，形成一個又一個參觀高潮。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

地先進單位、全國紅色旅遊先進單位、全國廉政教

育基地、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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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公共外交訪談錄》近日出

版，受到廣泛關注。 王曉雪攝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的

偉人牆。 北京傳真

讚《人民政協》報道權威生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多年來，周

秉德曾多次到港澳台等地，感受到海外各界對
政協工作、對政協歷史都有深入了解的需求。
在詳細閱讀了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後，周秉德表示，《人民政協》專刊正是面向
海外的聯結政協歷史與未來的很好的平台。她
更讚最新一期《人民政協》專刊專題講述政協
文史工作與政協文史館的創立，評價「權威、
到位又很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