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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纪东同志相识，缘于周恩来这个令人崇敬的名字，缘于我们对研究和宣传周恩来这份事业的
共同追求。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有幸认识了许多曾经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纪东同志是其中的
一位。
他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曾经在工作上给予我和我的同事们许多帮助和鼓励。
这份帮助和鼓励曾深深地感动我们，成为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巨大精神动力。
记得第一次对纪东同志留下深刻印象，是在2005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举行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
辰107周年座谈会上。
在那次会上，纪东同志有一个发言，谈到他对周总理的认识和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这些认识和故事
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打动了我。
我觉得他讲出来的这些故事，以及一些仍然珍藏心中尚未讲出的故事都应该写出来，争取在纪念周恩
来同志诞辰110周年时集纳成书出版，让更多的人去分享。
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
今年春天，纪东同志派他的司机给我送来一摞书稿，打开一看，“往事的回忆”几个醒目大字映人我
的眼帘。
那天晚上，我一直看到深夜，第二天放下其他事情继续把它读完。
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这本书出版后，一定会像童小鹏同志的《风雨四十年》、吴庆彤同志的《周恩
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元功同志的《周恩来历险纪实》、赵炜同志的《西花厅岁月》、高振普
同志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张佐良同志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张瑞蔼同志的《周恩来专机机
长回忆录》，以及李琦同志主编的多本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录等书一样，产生很好的社会影
响，会为学习和宣传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格发挥很好的社会作用。
纪东同志的这本书，很值得读，也很好读，它不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周恩来同志最后八年的一
些真实故事，也记录了一个在伟人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我读了以后，认为这本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有三点认识
：从一名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我认为它是周恩来文献档案的重要补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一
名党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周恩来同志的智慧，包括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斗
争艺术；从一名共产党员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周恩来同志的精神和品格，包括他对理想和信
念的执著追求，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对事业和工作的无私奉献，对同志和亲人的真挚情感。
这本书，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读，都会给你收获；都会启示你人生的路应该怎样去走。
真诚地感谢纪东同志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好的作品。
　　廖心文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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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是周恩来秘书的回忆录，不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周恩
来同志最后八年的一些真实故事，也记录了一个在伟人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故事，内
容有“在中央警卫团”、“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周总理的乒乓球缘”、“周总理的自我批评
”和“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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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纪东，1943年11月10日生，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纪庄村人。
1961年从西安市应征入伍，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
1968年8月奉调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
1976年11月，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先后担任会议、文电、信息处长；根据工作需要，1984年
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斤警卫处长（正师级）。
1987年5月调武警总部司令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
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
2002年5月退休，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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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学生岁月在中央警卫团“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熟悉秘书工作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西
花厅：我们的“家”周总理对我改名不满意周总理教我在工作中学习“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警卫
工作真辛苦呀周总理的艺术情结周总理的乒乓球缘周总理与烟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我和邓大
姐也有一个亲生儿子”毛主席周总理给我改错别字周总理让我给江青改诗我经历的“九一三”事件“
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写错了一个信封周总理给我讲红军四渡赤水周总理的一次“国骂”周
总理两次批评陈伯达“不能用极左批判极左”“有实践经验同经验主义是两回事”“既然是事实，为
什么个白人家说”周总理的自我批评周总理也发过脾气“敢提意见就好”鼓励年轻人提意见周总理对
待错误批评关心“两弹一星”的参试人员几件平凡的小事“那个孩子究竟怎么样了”“等着他吃完饭
一起回去”“他爱人是对调的，没沾你的光”周总理给我讲历史“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这件
事，我要亲自处理”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话语西花厅情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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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不是件很难的事。
在哨位、到怀仁堂看戏、陪领导看电影、在中央领导接见群众时执勤，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到中央警卫团后，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是1961年初冬在中
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他们接见中央警卫局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代表并合影留念。
我作为连里的战士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过那种机遇的人，那种光荣感、幸福感是很难想象的。
遗憾的是那次没有看到周总理。
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周总理是在1962年。
那年暑期，我们连到北戴河执勤，连队驻地离总理居住的27号楼很近。
一天中午，我们连在中直食堂门前列队准备就餐，这时有人说了句：总理的车子回来了。
大家不约而同，一齐朝27号楼望去。
只见总理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车上下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高兴。
总理穿一身浅灰色中山服，披着上衣，两手在胸前抱了一个文件夹。
我眼睛不眨一下，一直盯着往前走的总理。
忽然听见总理笑了一声。
这一声笑，我听得非常真切。
因为离得近，只有十几米远，还看见了他的笑容。
他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他的笑容是那样的阳光，我至今依然记得非常清晰。
那时，我和众多热爱他的人一样，从各种报纸、广播、书本上，特别从电影正片之前加演的新闻影片
中认识了他。
他是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家，他是共和国的总理，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
无论是在学校同学中，还是在部队的战友间，男子群体里都有一种悄悄的、引为自豪的议论：周恩来
是我们中国的美男子！
这种共识很直白、很袒露，却是大家的心声。
我渴望亲眼看一看他的风采。
在怀仁堂的草坪上被中央领导接见时，没有见到周总理，真的遗憾了好长时间。
这一次我不仅见到了，而且看得这么真切，看见了他那灿烂的笑容。
一种满足充满了我的心，从内心里，进发出一种甜美，油然而生一种自豪，真的是这样。
我再次见到总理是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三天。
早上9点多，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在前院下车后，他向秘书办公室走来。
张作文马上迎上去，向总理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纪相才同志。
”没等张作文的话落音，我就急忙接着说：“总理好！
”总理回答：“好啊！
欢迎你，抽时间我再同你谈。
”他向张作文交代了一下要办的事情，就回办公室去了。
第一次离总理这么近，我心里有点慌，不知所措，甚至有点茫然的感觉。
和6年前相比，总理依旧风度翩翩，但头发灰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络腮胡子很密，露出了黑茬。
神情很疲惫，但眼睛仍炯炯有神⋯⋯我看着老人家往办公室走的背影，步子很沉重，上身微向前倾。
是啊！
昨晚在大会堂开了一夜的会，到现在才回来，能不累吗？
“文革”中，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党，总理的心都操碎了！
后来我和张作文谈起这件事，他说：“你小子还挺机灵，比我强。
我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总理，说‘首长好，请指示’，结果总理不高兴了。
”我得意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心想，要不是杨德中政委谈话时专门嘱咐、提醒，说不定我比你还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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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要说“首长您好，请指示”，还要立正敬举手礼哩！
因为这是军人的习惯和礼节啊。
我等着，期待着老人家与我谈话，但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有时也通过值班秘书或批示给我交办事情
，我也逐步开始在秘书值班室替班，但总理一直没有机会和我谈话。
一次，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开会，总理从盥洗室出来，看到大姐和工作人员都在客厅，就问：“你
们开什么会呢？
”大姐说：“支部生活会。
”总理说：“支部生活会怎么不通知我？
我也是支部成员。
以后要通知我，我没时间参加，可以请假嘛。
”他看到我站在旁边，深情地对我说：“小纪，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你谈话，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真
对不起。
”说完就走进了办公室。
这是总理第一次叫我“小纪”，从此以后，在我陪伴老人家的几年里，除文字批示向我交办的事情写
名字之外，他一直都是叫我“小纪”，从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总理一直没有和我谈话，老同志也为我着急，但谁也不便问总理。
杨德中政委也很关心我，他来西花厅时，总要到秘书办公室坐一会儿。
他问我怎么样，谈话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他安慰我：这事也不方便问，别着急，你干好工作就行了。
高振普是两个卫士中年轻的一个，比我大五岁。
总理、大姐和大伙儿叫我俩的时候，就叫“小高”、“小纪”。
直到现在，我们见到那几个老大哥、老大姐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称呼。
我觉得这称呼包含了朋友、同志、兄长特有的亲情。
我们俩年龄相近，性格也都很活跃，所以很合得来，有空时就聊上几句。
有一次小高对我说：“别着急，时间抻长点儿，业务熟悉点儿，再正式值班，再跟老人家接触也不一
定是坏事。
”接着，他又说，前不久，西花厅从部队挑了一个同志做总理的警卫工作，来了以后，就带着他直接
参与工作。
因为缺少适应的过程，这位同志工作上出些小纰漏，就回部队了。
我知道，高振普这番话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安慰。
的确，总理太忙了，太累了。
我想不管怎样，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至于总理提出的组织活动时要通知他的问题，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当了支部学习委员，我记得“文化
大革命”中，我们从未通知过他参加组织生活会，主要是考虑总理太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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