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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伯伯诞辰110周年，我们更加想念他！
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共同以这本书来寄托我们思念之情于万一。
　　伯伯周恩来已逝世32年，伯母邓颖超也已逝世16年！
多年来，有关他们两位老人家的图书及文章，已多得不计其数。
如今，我们为何又要写出这一本书呢？
　　从我们年少懂事起，伯父伯母就嘱咐我们，不要在外面讲与他们的亲属关系，避免受到任何特殊
关照，时时处处做个普通学生；当我们进入社会，又要求我们不要替人递信，不要代人告状，时时处
处做个普通老百姓；伯伯去世后。
伯母又嘱我们不要写回忆纪念文章，她说：一切由人民去评价，一切由历史去评价！
我们一直严格遵守这些约定。
　　三十多年来，我们越来越感到，周恩来总理被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广大青少年所敬仰和爱戴！
也有不少朋友真诚地要求我们，写出我们在伯父伯母身边所受教育的真实故事，来教育青少年、教育
后代。
　　如今，他们两位老人家都已过世多年，我们六人也均已五十开外，甚至年逾古稀，也不必顾虑受
到什么特殊关照了。
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两位长辈的怀念更深、敬仰更切！
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应该把几十年来在这两位可亲可敬的长辈膝下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讲述给社
会、讲述给青少年，留传给子孙后代。
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们没有权利使这笔精神财富。
随着我们将来的离去而流失。
　　在书中，我们通过点滴鲜活的亲身经历，以一些新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回顾了伯父伯母对
我们政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关心，以及亲情间的感情交流。
从一个角度，向人们展示两位老人家的高风亮节、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平凡中的伟大！
但我们水平有限，只能反映出他们的崇高形象的冰山之一角！
　　原先，我们想从老照片中忆往事，但动起笔来，又往往联想起相关故事，便也一并收入进来。
但主脉还是：看历史照片，讲真实故事。
　　周秉德　周秉钧　周秉宜　周秉华　周秉和　周秉建　　2C0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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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是晚辈，他是我们最敬爱的伯父；我们是百姓，他是我们最爱戴的人民总理。
本书作者通过点滴鲜活的亲身经历，以一些新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回顾了周恩来夫妇对作者政
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关心，以及亲情间的感情交流，并从一个角度，向人们展示两
位老人家的高风亮节、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平凡中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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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秉德，即周恩来总理的侄女，中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同二十多位开国元勋子女一起寻根追梦，正奔走在父辈当年的长征路上。
行进途中，记者采访了周秉德女士。
话题自然是长征，红军，伯父。
周恩来是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处理国家事务，日理万机，其非凡才能都被外界所熟悉
。
但周恩来还是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与军队有不解的情缘，这一点，世人知之甚少
。
周秉德说，伯父工作极忙，完全没有时间讲过去的经历，特别是长征中经历的艰难险阻。
他是一个从不张扬自己的人。
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周恩来对军事重要性的认识最早，从事军事实践的时间最早，担任军事领导
人的时间最早。
他一直处于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一些重大决策和胜利几乎都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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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伯伯支持我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秉宜：　　1965年夏天，我即将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
准备报考大学。
那时咱们国家正处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劳动生产
相结合”、“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
育活动此起彼伏，红红火火。
我们附中更是从1964年秋天起便随着美院一起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作“四清”运动。
据说这是全国高等院校“四清”运动的试点，以后就要在全国范围推广了。
中宣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联合成立了工作组进入了校园。
同学们停课闹革命。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和“成名成家”的资产
阶级文艺思想，树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革命的大时代中迎来了1965年的升学高考。
　　不知道是不是和党在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有关，老师告诉我们说：今年全国几所主要的美术学院
都停止招生了。
有招生任务的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老师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全国唯一的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实用美术设计人员的大学。
实用美术设计范围十分广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上至国家庆典。
下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美术设计。
作为有着八亿人口的大国，仅仅只有一所这样的大学，显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国家真的急需大批为生产、为社会、为群众生活服务的一线美术设计人员。
　　然而美院附中的学生过去从没有接触过工艺美院的课程，于是学校专门为我们65届的毕业生安排
了图案课、设计课，还特地聘请了工艺美院的老师来给大家讲课。
教室走廊上过去经常轮换着展览同学的素描、速写作业，如今却挂满了工艺美院学生设计的作品供大
家观摩，有丝绸图案、化妆品包装、茶具造型、半导体收音机外型，甚至还有汽车外型的设计等。
我记得看到一幅工业班学生王存德的作品，因为在上高一时，王存德曾经担任过我们班的辅导员，后
来他考上了工艺美院，就不再给我们上课了。
那天看到王存德的作品，心里想：他虽然改学工业美术设计了，可画得还这么好，都是因为他在附中
所学的基本功扎实。
　　工艺美院学生的作品、王存德的作品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除了油画、国画等美术创造之
外，社会上还有那么多领域需要美术人才，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美术设计。
　　多少年来，工艺美院始终未受到附中学子的青睐，大家总有一种观念，认为搞美术设计不如美术
创作。
美术家、美术创作，那可是艺术啊，而一个美术设计师，设计一个茶碗、一件服装，都不能署名，谁
又能知道你是谁呢。
但是经过了“四清”运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会小会，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观，树立文艺为人民
大众服务的思想，同学们都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需要，报考工艺美院。
我也和大家一样，决心报考工艺美院，并且努力做着各种准备。
记得那时我的图案课做的是一张小花布图案设计。
我上交给工艺美院的专业课作品是一个纺织女工的胸像。
在她的背后还画了一排纺纱机。
　　报名的表格终于发下来了。
这时老师告诉大家，文化部最后决定。
保留一个美术学院的招生指标，即浙江美术学院，大家也可以去报考浙美。
看起来宣传教育总是过犹不及，一旦具体落实，还须讲究政策，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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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心又开始活了，毕竟绘画创作是同学们的最爱。
甚至我自己，既然报考工艺美院的决心已定，就不想再改变了。
不过看到同学们的第一志愿都纷纷填写“浙江美术学院”，心中多少有了一丝疑惑，不知道自己的僵
持究竟对不对，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有点不合群。
那一年我才20岁，考大学对于我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自然想到了伯伯。
我想我应该去向他老人家请教，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最好的指导。
　　周末的中午，我来到西花厅，伯伯在吃午饭，他平时总在凌晨天亮时入睡，上午十点半或十一点
才起床，所以这其实是他的早饭。
我知道伯伯的时间很少，一旦吃过饭，他就会立刻走进办公室去办公，或者立刻出去开会了，我只能
利用他刚刚吃过饭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短短的几分钟，抓紧时间见缝插针地和他谈，否则就没有机会
了。
我把我的要求说给了值班的卫士张叔叔，他让我在值班室等一会儿，我就拿起一张报纸边看边等。
一会儿，张叔叔过来说：你伯伯刚吃过饭，你赶快去，五分钟以后他就要出去了。
我急忙走进客厅，一边对自己说：“时间不多。
我得说得简明扼要抓住重点。
”伯伯刚刚离开餐桌，他双手叉着腰正慢慢地来回踱着步子。
像是在活动身体。
看见我，他停了下来。
我说：“伯伯，我们毕业马上就要报考志愿了。
”他说：“噢，你要毕业了。
”我说：“是。
这次我们附中同学可以报考的大学有浙江美院、戏剧学院舞美系和工艺美院，我决定报考工艺美院。
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伯伯就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都有哪些专业？
我说有染织、陶瓷、建筑室内装饰，还有一个工业设计，我自己想学染织。
伯父没有直接表态，他没有说他同意或者不同意我的决定。
他说：工艺美院学的这些专业，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都可以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
我说：“是，我们老师也说过，比如为农民设计他们喜爱的大花被面。
”伯伯并没有看我，他的眼睛向着前方，像是在自言自语，继续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出口商品包装设
计粗糙，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商品价格就是上不去，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换汇率。
我们的产品到了香港，人家换了一个包装，价格就成倍地增长，我们还需要在包装设计上下很大功夫
才行。
伯伯说的和我们老师说的完全一样，可是，话由伯伯讲出来，我感觉到了它的分量，于是心里有了底
，就不再多问什么，只点点头“嗯”了一声。
　　我知道事情谈完了就应该马上离开，不能占用伯伯太多的时间。
我说：“那我走了，伯伯。
”正准备离开，伯伯却又说了一句话：“告诉你们校长，附中不仅是美院的附中，也应该给工艺美院
输送后备生，你们附中要加强装潢设计等有关的课程，有时间我准备找他谈谈。
”　　我们的校长，新中国美术界赫赫有名的丁井文校长。
一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家，1948年在西柏坡时还担任过保卫首长的警卫连指导员。
由于美院附中搞“四清”，他已经停职反省靠边站。
接受全校师生批判快一年了。
此时伯伯要我转话给他，使我心中有一种隐隐的预感。
莫非丁校长又能出来工作了？
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件事，伯伯让我转告的那几句话，对丁校长可能有着太多的意义吧，是指导
，也是关心，是爱护，也是鼓励，鼓励他放下包袱，早点出来工作。
　　几天以后，浙江美术学院先于工艺美院来到附中进行招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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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毕业生都去参加浙美的考试，两个考场几乎座无虚席，只有我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埋头
看书，因为在我的高考报名表上。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周秉宜，第一志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
”由此我踏上了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相伴成长的道路，也留下了我和伯伯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之间的
一段回忆。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情西花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