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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花厅岁月》中没有“猎奇”和“揭秘”，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
该书作者赵炜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书中，她回忆了当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也以细
腻的情感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日子。
看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为周恩来、邓颖超的精神所感动，很多读者看后都感慨：“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
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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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炜，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51年参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后转业到
国务院机要处。

    1955年起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任邓颖超秘书。
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
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顾问及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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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三次偶然的选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层领导人物，周恩来的名字在解放之初就已经在中国
大地上妇孺皆知。
然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则是块谜一般的圣
地，那里的绿荫，那里的砖房，在高大红围墙的掩映和威武警卫的守卫下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52年前，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的一名叫赵炜的普通女学生从未曾想到过，她在求学和从业中一个接一
个的偶然选择，会把自己推进了中南海；而后，又是一个谦让般的选择，最终把自己送进了西花厅。
在这幢古朴秀丽的大院里，她一待就是37年，她生平的工作和中国革命史上一对功名卓著的伟人夫妇
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穿上军装当兵，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偶然。
我在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抗美援朝征兵的高潮，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规定的
征兵名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求必须完成任务。
虽然每次征兵我都报名，但学校从全面考虑没有让我走。
到了我毕业那年，就是最后一批征兵了，当时我们学校分配到10个名额。
这次征兵我也报名了，但学校确定的名单依然没有我。
因为此时学校已经把我和另一个同学分配到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想培养我以后当教师。
不过因为我挺想当兵，在放假前也向学校领导表示过：什么时候需要我就随时通知。
放了暑假，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因为要等在沈阳第六中学读书的弟弟，行程就比别人晚了一天。
第二天我正准备下午回家，忽然班主任老师通知我先不要走，说是有两位同学家里不同意他们去当兵
，把人藏起来了。
而学校当兵的同学明天就要出发，现在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离校了，只能让我和另一位同学去补缺额。
我当时在学校算是一名听话的好学生，再加上家里困难一直都是靠奖学金读书，所以听老师一说让自
己当兵也没讲任何条件，反而心里还有点说不出的骄傲。
中午，我跑到弟弟的学校告诉他我决定去当兵，让他回家说一声，第二天就穿上军装入伍了。
因为我当兵没和家里打招呼，我父母一直都不同意，母亲后来还被父亲逼着到过部队驻地劝我回家。
我当然不愿意回去，领导也让母亲在部队参观。
看到我在部队生活得挺好，母亲很放心地回家了，倒是我那倔犟的父亲气得不得了，他来信说：“把
你供到初中毕业，你自己有主意了，不要家了，那好，咱们脱离父女关系。
”说过这话，父亲的气一直不消，有好几年都不理我，连我寄回的家信他也不看，有时一把火就烧了
。
但我却不管这些，每月照样给家写信，照样寄上几块钱，也照样在兵营里过着无忧无虑的集体生活。
虽然是因为抗美援朝当的兵，但遗憾的是，我当兵后却从来没去过朝鲜。
我所在的部队是东北防空部队，在新兵连经过一个月培训后，不少同志都被分到团里当文书，随部队
去了朝鲜。
分配的人一拨接一拨地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我心里挺着急，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我留下。
后来过了很久才弄明白，解放初期部队新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初中生就算是高学历了，所以我这
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女兵就被留在总部机关当了一名办事员。
在部队干了一年多，到了1953年，朝鲜战场停战了，部队机关中没有技术专业的女同志都面临着转业
，我的名字列在第～批转业名单之中。
根据组织当时的安排，我们这批转业干部有两种选择，一是就地转业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作，这样可以
留在沈阳；二是先到部队院校学习一段时间再转业。
我当时年龄小，自己没什么主意，干部科的同志都主张我先去学习再转业，我听了他们的话，就决定
先学习一年再说。
要说学习。
当时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南京，二是去长春，我因为小时候在长春住过，不想再回到那个城市，就
选择了去南京，那里是古都，对我的诱惑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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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来再一打听，去南京学习的时间一时难以确定，去长春的可以马上走。
大家又都帮我出主意，说是到南京好是好，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万一要是最后情况有变化怎么
办7我一想也是，夜长梦多，干脆就去长春好了。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几个偶然使我在1953年3月走进了位于长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
。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于1954年3月正式脱军装转业。
我从干部学校毕业的前夕，恰好国务院来学校要人，学校挑选了80人去北京，我也被选上了。
于是毕业后，我们就收拾行装坐上了火车，没几天就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们这批人的落脚地是位于中南海里的国务院工字楼，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的分配
。
这次分配，有的同志去了外地，一部分人留在北京。
当时北京有两个单位都挺让人心动，一是国务院，二是外交部。
我在上军校时有一个很好的同窗女友，我们俩私下里商量如果征求意见时就一起提出去外交部，当时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就是想到外交部以后出国的机会可能多一点，能见见世面。
没想到，领导说：“你们俩不能在一个单位。
一个去外交部，一个就留在国务院，两人再商量商量吧。
”再商量的结果是，我的朋友特别想去外交部，而我因为谦让了一下就自然留在了国务院。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从参军到上学到北京这一连串不经意的选择使我最后成为一名周总理和邓大姐身
边的工作人员，也使我在西花厅一干就是37年。
意想不到的调动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创业者，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实际上是为新中国建设操劳
最多的高层领导人，因此，他身边的秘书和服务人员也一度很多。
但实际上，直到1958年以前，总理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不仅是为周恩来总理服务，而且还担负着为国务
院的陈云、陈毅副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服务的任务，因此，在那期间，总理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务院一
个直属机构的名称。
1955年，正是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时刻，这年，周恩来总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
关系很是关注，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发生根本变革的特定时期，赵炜被调到总理办公室的财经组
工作。
留在国务院之后，我在机要处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又被调到校对科，干了不长时间，机要处要合并
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去，我调到秘书厅的秘书科。
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工作变动，我对组织的临时调动已经习惯了，但一个多月后，当
秘书科长找我谈话再次调动我的工作时，我还是吃了一惊。
记得那天，科长把我找去说：总理办公室让我们选调一个工作人员，经过研究我们送过去几份档案，
他们最后选中了你。
什么，要调我到总理办公室去，我这水平和能力行吗？
我有点发楞。
说实话，到中南海国务院工作后我们经常从西花厅门口过，望着那扇青灰色的大铁门，我只知道里面
就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办公的地方，至于其他，则是一无所知。
虽然，我也曾希望偶然从那门口路过时能见上一次周总理或邓大姐的面，可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去那
里工作呀！
“怎么样，没想到吧？
”科长问道。
“我到哪儿去干什么？
”缓过神来，顾不得回答科长的话，我就急火火地问。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到组里当干事，”科长说，“实际上就是组里的秘书吧。
”“那，我能干好吗？
”科长笑了，他说：”你到那儿的工作也就和咱秘书科差不多吧，都是接电话、收发文件这样的事儿
，我想你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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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的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可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甭管怎么说，在秘书厅这边工作，不管调到哪儿都是熟人熟脸，这猛不丁调到西花厅去，人生地不熟
的且不说，万一在首长面前有点差错怎么办？
“别害怕，心细点，不会就多问嘛。
”科长鼓励我。
“好，组织上的调动我服从，实在不行就退回来吧。
”我笑着对科长说。
“去就干好，可别让人家退回来啊。
”科长倒认真了。
说是说，其实，我对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
什么事都要人去努力干，只要大胆、认真，不会做的事多请教，我想我还不至于让人家给退回来吧？
那一天，当我向秘书科的同志们告别时，所有的人都鼓励我，这样一来，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对于这次调动，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其实，自从到中南海工作后，我就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就住在与秘书厅办公室一墙之隔的西花厅，但
西花厅是什么样子，我们中却没几个人知道。
平时，大家都盼望能在中南海的院里偶然见到一次周总理和邓大姐，现在，我算得上是捷足先登，要
知道，能有机会在西花厅工作，当然也就有机会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啦。
就这样，在喜悦、兴奋和不安中，我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科里给总理办公室通了个电话确定我过去的时间，我和同志们招招手，就一个人走向西
花厅，走上了我的新岗位。
记得那是1955年1月，我当时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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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为风云人物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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