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專 題A9
20212021年年66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

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余天麟

說到好家風與好政風的典範，不得不提及周總理與他的「十條家
規」。從家規內容到總理多年如一日的始終堅持，都是對好家風與
好政風的最好詮釋。周秉德表示，以身作則，教化後輩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無疑是好家風的大效用。對於任何一個領導幹部來說，
家風與個人作風相輔相成，其家風就是其個人作風的一個縮影。
「當下許多不符合共產黨傳統的表現，很多與家風不正有關，這

也體現了家風在整個社會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周秉德稱，相比
普通人，周總理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以身作則，從嚴治家，用自
身的清正廉潔作風帶好家人，用嚴格的家規管住家人，這是周總理
贏得人們尊敬的重要原因。
周秉德表示，作為整個社會的基本細胞，如果每一個小家庭的

「家風」都健康積極，家庭成員在此約束之下形成良好的道德操
守，就會在潛移默化中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對其他社會成員
產生積極的引導和示範作用。反之，如果小家庭的「家風」不正，
整個社會的風氣就很難「正」起來。

在周秉德的記憶中，伯伯（周恩來）和七媽（鄧穎超）的生活一向非常儉
樸，可以說幾近「苛刻」。「每周他都必須要堅持吃兩三次粗糧，還把自己
的糧票定得很低。做人不能忘本是伯伯常說的話。紅軍萬里長征時，吃草
根樹皮，飢寒交迫、奮死一搏的日子數不過來，這些革命前輩們做出巨
大犧牲，才有了咱們今天的太平日子。」
周恩來在中南海住的是清代末年老房子，方磚地面太潮濕，夫婦倆

經常腿疼。醫生說必須要換木地板，卻被周恩來一口回絕。後來秘書
趁他不在，請來維修隊換了木地板，更新了浴缸，把已經很破的白
布窗簾換成了那種最便宜的白綢窗簾，又把床板換成了軟床。
「伯父回來後大發雷霆，一定要交錢，說不能佔公家便宜。可自
己的錢又交不起這些費用，索性不住，帶着伯母搬走了，後來經過陳
毅相勸，秘書又做了檢討，該恢復的都恢復了才搬回來。」周秉德表
示，因為這件事情，總理在大會上做過兩次檢討，他深刻檢討自己對
秘書教育不夠。「國家現在如此困難，我的家裝還給裝修了。我這個
總理沒做好，大家別學我。」

衣服鞋子補完繼續穿
1976年周總理去世後，周秉德萬分悲痛，她向鄧穎超要了周恩來

一件最破舊的衣服留作紀念，以便警醒自己學習他這種艱苦樸素的
精神。「這件衣物上有幾十個補丁，小到有手絹、破毛巾，每處都
是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看得我特別心疼。」這件藍白舊睡衣在
1977年被中國革命博物館徵集。「當時我萬般不捨，最後在伯母鄧
穎超的勸說下，忍痛割愛地捐了出去。」周秉德說。不僅如此，總
理在20年中只穿了兩雙皮鞋，修來修去倒着穿。
周秉德說：「我們從小聽伯父教導，我們革命幾十年，隨時準備着
犧牲，但是我們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我們只是『革命隊伍中的倖
存者』，但是我們不能忘了為新中國的建立而犧牲的千千萬萬烈
士，因此我們沒有權利不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伯父教導我們，要
時刻以國家利益為上，也經常教育後輩們時刻謹記不能沾國家一點
點光，不能搞特權。」正是周總理的言傳身教，她謙虛、踏

實、節儉，長大後她也用總理留下的好家風教育後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恰逢
留學蘇聯的熱潮。當時，
周秉德正值初中畢業。那
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各
行各業都需要人才，可文
盲卻佔了八成以上，因

此，周秉德便勵志要做小學老師，教書育
人，為祖國的發展培養更多的人才。

1952年，周秉德初中畢業即報考了中等師
範專科學校，當時這一決定受到鄧穎超的支
持。「七媽（鄧穎超）說國家建設要有文
化，確實需要老師，她十六歲就做小學老師
了，我師範畢業就18歲了，選擇做老師她非
常支持。」

但周恩來當時卻沒有表態。「七媽問伯伯
為何不表態，伯伯說長大了得有自己的獨立

思考，你也說，我也說，不是壓力太大了
嗎？將來後悔起來都沒辦法。」周秉德
回憶說，大伯知道自己最聽他話，可這
種大事上他還是要她獨立思考判斷，為
自己的選擇負責。「伯伯也是在觀
察，我這番決定到底是不是腦子一
熱，還是真的深思熟慮過了。」

1955年，18歲的周秉德師範學校畢

業，主動要求去農村做老師。「直到現在我
的學歷也只是個中專生，可我絲毫不覺得如
何，相反在畢業後，我分到了鄉村小學，圓
了自己的教師夢。為自己的選擇交上一份不
錯的答卷，也讓伯伯放心了。」

動員侄子響應號召當兵
周恩來的侄子周秉鈞高中畢業時正值三年

自然災害，當時國家為保證農村勞動力決定
從城市徵兵。周恩來總理以身作則，動員當
時本來要報考大學的他響應國家號召當兵
去。周恩來侄孫周戎回憶道：「後來我父親
去部隊當了兵。在回北京開會學習的間隙去
西花廳探望周恩來和鄧穎超。正值午飯時
間，總理對我父親說：『既然當了飛行員，
就不要在家裏吃了，回到部隊去吃飛行灶，
才能保障飛行員的營養。』」

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後人，周戎的父母總是
教導他踏踏實實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我
一直履行着長輩對我的教誨。看到百姓這麼
愛戴周總理，作為後人我感覺很自豪，同時
也時刻提醒我不能在這種光環下沾沾自喜，
要從各個方面對自己加以約束，不能給總理
丟臉。」周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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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
一日三省。」周秉德表示，中國

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借助偉人們後代的
回憶來追尋老一代革命家的光榮傳統，追
憶他們在戰火紛飛、物資匱乏年代用血與
火書寫的良好家風，回顧他們身體力行的
每一條「義方」，進而「一日三省」，於
當今時代來說意義深遠。
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爾濱，是周恩來
三弟的大女兒、周恩來的侄女，是周家直
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周恩來鄧
穎超夫婦一生無子女，自12歲起周秉德就
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在周恩來夫婦身邊生
活、成長了二十餘年，成為與周總理夫婦
關係最為密切的晚輩。
「周家家風其實很簡單，就一句話：我們
都是普通老百姓。」周秉德表示，自己從小
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因為伯伯是總理就有任何
特權待遇，甚至連一點特權思想都不能有。
雖然12歲便住進中南海，但上學都是坐巴
士，吃飯也是在大食堂，一直都是普通人的
心態。「伯伯教育我們說：現在你們都是普
通學生，長大了就是普通勞動者、普通老百
姓，一切都要靠自己奮鬥！」

管教侄輩不可高人一等
周恩來總理將對子輩的感情傾注在革命
後代和包括周秉德在內的子侄們身上。但
這份愛，並沒有變成縱容與放任。儘管他
們對她千萬分疼愛，管教得仍舊十分嚴
格。
「作為總理的晚輩，我們不僅在生活上
沒有任何特殊性，伯父對我們的教育甚至
比一般人更要嚴格。」周秉德回憶起初中
時暑假的一次清晨，周秉德在院子裏看
書，解放軍戰士在打掃院子。周恩來看到
後嚴肅地對她說：「你沒看見那麼多叔叔

在打掃院子嗎？你怎麼
還在這裏看書？」自此
她便記下，自己雖然是
總理的親侄女，但也就
是普通人，在普通戰士
們面前，絕對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是
絕對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

不插手弟弟的工作分配
北京解放後，周秉德的父親曾去找周恩

來請教如何安排一份工作。周恩來對他
說，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安排，要由組織安
排。後來周秉德的父親被分配到了鋼鐵工
業局，周恩來找到弟弟的領導提出一個
「特殊」的要求：自己弟弟的職位要盡量
低，待遇要盡量少，不要因為他搞任何特
殊化。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
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
按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就連周恩來身邊
秘書和工作人員也都低一級。周恩來的侄
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更是沒沾
上一點兒「光」。
「他是全國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他

不能為周家謀私利。」周秉德說，伯伯一
生要求他們要和全國萬千的老百姓一樣，
過淳樸的日子，不能因為姓周就去沾這些
「光」。周家的子女，不搞特殊，平凡做
人。沒有人當大官，沒有人經商掙大錢，
沒有小車子、大宅子，所有成就都是腳踏
實地一步一個坑走過來的。
「家風正則後代正，則源頭正，則國

正。」她表示，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關注
家風建設，不僅弘揚了家風建設傳統，還
賦予了家風建設新的時代內涵，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情，她希望社會能夠越來越多
地關注好家風，讓更多的好家風代代相
傳。

「 君 家 有 貽

訓 ， 清 白 遺 子

孫。」良好家風不

僅是自古文人志

士堅守的美德，

如今還被賦予了

新的時代內涵。

「伯伯對我們的要求主要有兩點：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

從國家利益出發；不能因為是總理家人就去搞任何特殊

化。」周恩來侄女周秉德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

訪，憶起與周總理共同生活的那十餘載，如今已到耄耋

之年的周秉德，依舊是言猶在耳。 「伯伯當總理26年

沒給我們留下什麼東西，但卻把最珍貴的家風留給了我

們，這種傳達的方式是潤物細無聲的，我也一直這樣要

求自己和親屬們。建黨百年，前輩們的故事指引着我們這

代人：平凡做人，坦率做事，盼望這種

『紅色血液』能夠永續不斷，更盼望在這

種精神的帶領下國家更加昌盛富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任芳頡、凱雷北京報道

不佔公家便宜 生活作風儉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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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周秉德1951年的
合照。 受訪者供圖

▶ 周恩來的舊
衣物四處都是磨損
的痕跡。

受訪者供圖

周總理
「十條家規」

1、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
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
時來看看

2、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3、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
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
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

4、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
不得用招待券

5、不許請客送禮

6、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7、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
要別人代辦

8、生活要艱苦樸素

9、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
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

10、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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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2 年年 88 月月，，周恩周恩
來來、、鄧穎超和侄女周秉鄧穎超和侄女周秉
德德（（左一左一）、）、周秉宜周秉宜
（（左二左二））以及侄兒周秉以及侄兒周秉
鈞在北京頤和園合影鈞在北京頤和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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