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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

人、全党楷模。他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无大有、大爱大德，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
节，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矗立着的一座不朽丰碑。

在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中，与淮安和南京这两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淮安，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孕育了他坚韧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南京，是他运筹帷幄、开拓外交的谈判阵地，留下了他许多大智大
勇的故事和与友人肝胆相照的情怀。

为纪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由江苏省档案局、南京市档案局、南京市文广新局、南京市博物总馆、
淮安市档案局、淮安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江淮之子——周恩来与南京、淮安图片史料展》，将在南
京、淮安两地共同举办。本报选取部分参展档案图片，讲述其背后的故事，从一个个侧面，再现这位伟
人的非凡人生轨迹及领袖风采，缅怀其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

运河水滔滔，澎湃世世代代；驸马
巷悠悠，走来治世英才。江苏淮安，是苏
北大平原上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地
处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畔，
这里又是京杭大运河和千里淮河的交
汇之地，交通便捷带来市面繁荣、文化
发达。

1898 年 3 月 5 日(清光绪二十四年
二月十三日)清晨，淮安府山阳县（淮安
县前身）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
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谁也没有想到，
他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伟
人——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元帅
曾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你们淮安城
的驸马巷，过去出过驸马，如今又出总
理。你们淮安尽出能人啊!”

周恩来的祖籍在今浙江省绍兴市。
因为他祖父周起魁在淮安当“师爷”，晚
年又做过一段短时间的淮安府山阳县
（1914年改为淮安县）知县，所以全家就
迁居到了淮安。周恩来的父亲叫周劭纲
（又名周贻能），是兄弟四人中的老二；
生母姓万，小名冬儿，是淮安府清河知
县（后改为淮阴县）的女儿。由于他父亲
没做什么官，又无田产，所以自周恩来

的祖父去世后，家境逐渐衰落。
周恩来的小名叫“大鸾”。父亲周贻

能为长子取这个吉祥的名字，期望自己
的儿子能像“神鸟”一样展翅高飞，青
云直上，给家庭带来兴旺和幸福。可是
不久，为了给病重的十一叔冲喜，大鸾
被过继给十一叔为子。但冲喜并没有
改变病人的厄运，不久十一叔便去世
了，从此十一婶陈氏便成了大鸾的第
二个母亲，她也是大鸾的抚养者和教
育者。

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喜欢读书、
画画、写诗，有较深的文学修养，是一个
富有才学的聪明女子。当大鸾还牙牙学
语时，她便将一些比较通俗的唐诗片断
当儿歌教给大鸾。大鸾虽然年幼，却非
常聪明，一教就会，很小时候就能背诵
很多唐宋名家的诗句了，五岁时就开始
识字，练习写毛笔字。为了把字写得好
看，他常常站在书桌前，悬肘握笔，勤学
苦练。陈氏对周恩来十分爱护,把全部
心血都倾注在对他的抚养和教育上，不
仅教他识字、背诗，还经常给他讲述家
乡明贤——历史名将梁红玉、关天培和
文化名人吴承恩、吴敬梓、汪廷珍等人
的爱国爱民、反贪抗暴、清正廉洁、潜心
于学的事迹和故事。在保存下来的周恩
来的两篇早期作文《射阳记忆》《巾帼英
雄》中，就记述了他对有关两淮人物的
认识和感受。四十年后，周恩来曾动情
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
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
道路。”

1904年，六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
嗣母和弟弟，一起搬住到清江浦（今淮
安市清河区）居住，并到外祖父的家塾
里读书。由于他有良好的学前教育，外
祖父家又藏书丰富，所以勤奋好学的
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史书、
小说。他所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西
游记》。俗话说：“幼学如漆。”嗣母的教
育、家塾的启蒙、大量课外书籍的阅
读，在周恩来的幼小心灵里树立了活
生生的榜样，对他性格、品行的形成和
文化的修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蒙
作用。

周恩来乳母蒋江氏，是位勤劳善良
的农家妇女。她告诉周恩来从播下稻谷
种子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
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
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
等等。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那里了
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
大公无私。”

在周家的宅院里有一眼井，井边有
一块不大的菜地。幼年周恩来经常跟随
乳母在那里学习种菜、种瓜和种向日
葵。在最初的劳动实践中，他悟出了嗣
母教他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和劳动
人民的伟大。

古城淮安，是周恩来的故里，对他
的一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1910年
春，周恩来离开淮安，赴东北读书，13岁
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
心壮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
京。为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争取国家
的持久和平，周恩来肩负中国共产党和
全国人民的神圣使命，率领中共代表团
来到南京，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
相对的谈判斗争。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陆
定一、廖承志等抵达南京，中共代表团共
有100多人，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
周恩来是户主。

代表团对外的名称叫中共代表团南
京办事处，对内则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这

里的环境比在重庆时更为险恶。在周围
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国民党特务设置
了十多个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严
密的监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特务用的
摩托车、吉普车，随时准备对代表团成员
的行踪盯梢。特务们化装成摊贩、鞋匠、
算卦先生、三轮车夫，整日整夜在梅园新
村周围活动。“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
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周恩
来和中共代表团，就是日日夜夜置身在这
样险恶的环境里，从容不迫地进行斗争。

1946 年 11 月 15 日，国民党单方面
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一手操纵
制定伪宪法，撕毁政协协议。为抗议国民
党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行径，中国共产
党代表团决定离开南京返回延安。11月
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举行
告别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
会上，充满革命必胜信心、满怀革命乐观
精神的周恩来侃侃而谈。他首先发表了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严
厉谴责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

“国民大会”是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
人民的民心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和卖
国合法化，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决不承
认！中国共产党愿和全国人民为真民主、
真和平奋斗到底！

有位记者问：“假如国民大会通过对
中共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周恩来
笑笑，轻松地回答道：“那有什么不同呢？
早就打过了。我们在南京的人，早就准备
坐牢的。”“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
摩擦，抗战胜利后一年纠纷，都经历过

了。再过二十年还是如此，我们还是要为
人民服务，只要不背叛人民，依靠人民，
我们在中国土地上一定有出路的。”说到
这儿，周恩来又以十分平静的语气说：

“假如你为我们担心的话，我可以告诉
你，不要紧的。”在场的人听到这番话，都
会心地笑了。

当记者询问国共双方战争的前途
时，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为两种前途：“一
是国民党占领了许多空城，他也要为此付
出代价。过去这一年多，国民党已损失了
35个旅，而我们的主力未受损失。等他损
失到总兵力的二分之一时，他所占的城市
和交通线就将渐渐地保不住。到那时，就
逼着他不得不重新考虑问题。二是国民党
既占领了好多地方，也消灭了我们的主
力，那就叫胜利。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这种胜利，他们永远得不到。”周恩来还向
大家宣布：由于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
大会的召开，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关
死，他将在两三天内返回延安。

这时，有位记者追问他：“什么时候
回来?”

周恩来从容地回答：“我们肯定要回
来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
民党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
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
性要大得多。”

“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这是周
恩来留给中外记者们的一个强烈印象。
仅仅两年过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就打回南京，永远结束了
蒋家王朝在南京的统治。

周恩来非常热爱家乡淮安，希望自
己的家乡能迅速发展起来。但他在处理
与家乡、家人的关系上，从不利用手中
的权力批钱批物，给家乡、家人以特殊
照顺。他常说：“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
可以特殊。我是全中国人民的总理，是
全中国人民的勤务员。”

1958年7月，淮安县委派副县长王
汝祥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当时县
里计划办农机、缫丝、造纸等几个厂，想
请求周总理帮助解决 500 吨钢板、300
吨钢管。

23 日上午，王汝祥到了总理办公
室，当汇报到县里想办一些工厂时，周恩
来便问：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向省里
请示？问清情况后，他说：办工厂当然是
好事，但从淮安的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
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上去了，可以适当
发展一些工业，但也要面向农业，由省里
统筹规划。办厂要用钢材，这得由全省统

一安排。你们想办农机厂，很好。我看，是
不是先把铁木农具厂办起来，然后再逐
步发展……接着，周恩来又问到淮安群
众的生活。王汝祥一一作了汇报。在不知
不觉中，半天过去了。周恩来挽留王汝祥
一起吃了午饭后，便说：“你暂时不要走，
过几天，我们再谈一次。”

7月27日傍晚，王汝祥按约定时间
又来到总理办公室。在这次接见中，围
绕淮安办工业的事，周恩来又提出了很
多意见。为了实事求是地帮助家乡发展
一点工业，也为了教育故乡干部，周恩
来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江渭清、刘顺
元、惠裕宇等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带
回转交。周恩来在信中讲了淮安县委的
要求，也讲了他个人的意见。在写到淮
安县委希望他帮助解决钢材问题时，他
说：“王汝祥同志这次来，想在北京解决
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那么做!”

王汝祥回到淮安，虽没带回一根钢

材，但却带回了更宝贵的财富——周恩
来的高尚风格和革命精神。“我当然不
能那么做!”这是一句多么严肃、多么有
分量的话啊!

1962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
大会。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副书记王纯
高参加了会议。赴京之前，淮安县委常委
在讨论工作之余，有人提到周总理惦记
着故乡，可一直没时间回来看看，是不是
顺便带些家乡的土特产给总理尝尝。可
也有人提出，上次送了一些土特产，总理
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了，却付了一百
元，并写信批评我们没有学好中央文件。

商量的结果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少
带一点，带最有特色而又最不花钱的。

带什么呢？决定带点茶馓。茶馓是
淮安一种有特色的茶食，做工精巧，香
酥可口。为了防止路上碰碎，他们特地
做了一只白铁皮桶盛放。

到北京后，邵、王两位书记把茶馓
送到总理办公室。秘书劝他们把原物带
回，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两位书
记再三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家
乡炸的馓子，不值钱，不过是表表家乡
人民的心意。秘书无可奈何，只好暂时
代收下来。

过了两天，邵、王二位书记被电话召
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茶馓被退回来
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再三解释说：

“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总理说，
茶馓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
白铁皮做桶子，也是浪费……”

两位书记沉默半晌。怎么办呢？最
后商议了一下，对秘书说：“这样吧，已
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
一片心呐，就照收粮票、照收钱，请你给
总理带去吧!”

秘书笑了。他说：“你们的主意，我
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
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
这次又来了。要是再收下来，以后还会
有人送的。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

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请
客送礼的文件，要你们好好学习
……”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
面有周恩来亲自用铅笔写的批示：
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
责同志认真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
件精神办。邵风翥、王纯高仔细读了
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总理是这样
的严于律己，这样的廉洁奉公、一丝
不苟，真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啊！
邵、王两人请求秘书转告周总理：

“感谢他老人家对故乡干部的教育，
我们要以总理为榜样，发扬党的好
传统、好作风；我们一定记着、永远
记着……”

上个世纪60年代，南京文化和教育
部门组建了一个以小学儿童为主的“小红
花艺术团”。这些小演员都是从全市各小
学选拔出来的，他们经过教师和相关艺术
家的精心辅导和专业培训，一个个都表演
得很出色。“小红花艺术团”除了到学校
演出外，还经常为外国来宾和国家领导人
表演，受到他们的表扬，也得到他们的关
心。周恩来对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孩子们
的关爱，更是细致入微，感人至深。

1971年6月5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
南京参观访问，当晚观看了“小红花艺术
团”的表演。节目很丰富，演出很精彩，周
恩来看了特别高兴。

“小红花艺术团”的演出，直到深夜
11点半才结束。周恩来回到宾馆后，就忙
着处理许多国家大事。等他一一处理完
毕，已是6月6日凌晨1点半钟了。

这时，他叫来秘书钱嘉东，说：“‘小
红花’的演出很好，我看了很高兴。有几条
意见，请转告艺术团的老师们。”

钱嘉东听了，连忙用笔将这几条意
见记下：

第一，要注意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整
场节目多了，演出时间长了，把孩子们搞
得很疲劳。

第二，歌唱节目中，乐器的音响太
强，像一道“音墙”，把孩子们的童音盖住
了，有点儿“喧宾夺主”。

第三，唱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共产
党员》选段的那位小演员，音调定得太高，
容易把孩子的嗓子唱坏。小小年纪把嗓子
搞坏了，长大了怎么办?

第四，舞蹈《大桥颂》有四句报幕词：
“蓝蓝的天空飞彩霞，一道彩虹江上架。一
头连着天安门，一头连着亚非拉。”长江大
桥有那么长吗？艺术允许夸张，但不能过
分，不能讲大话，还是实事求是好。

第五，舞蹈《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一个小演员代表一个国家，肤色不同，服

装不同。举着火炬穿工装的那个
小演员是中国人，为什么人群中
还有一个穿西藏民族服装的小演
员？别的国家一个代表，中国有两
个代表，这样不合适，要防止大国
沙文主义嘛!

就在这天上午，周恩来要陪同
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他在登机前，还
关切地问钱嘉东：“我对‘小红花’演出的
意见转告了吗?”

钱嘉东作了肯定的回答。周恩来这
才满意地点点头，上了飞机。

一年后的1972年4月6日，周恩来陪
同一位国家元首来南京访问，再次和外宾
一起观看了“小红花艺术团”的表演。周恩
来兴致勃勃，看得非常入神。他对大多数
节目的修改很满意。他一边用手跟着演出
的节奏轻轻打着拍子，一边对他感到满意
的修改点头微笑。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陪外宾走上舞
台，祝贺孩子们演出成功，还和外宾一起

站到孩子们中间，合影留念。孩子们争着
和周总理握手，分别时，孩子们放声呼喊：

“伯伯再见！伯伯再见！”
周恩来此次一别，再也没有回到生

他养他的江淮大地，再也没有回到他曾经
战斗过的南京。

壹·大鸾展翅驸马巷

贰·梅园新村斗志昂

周恩来的童年留影，清秀俊朗中透
着聪颖、果敢和坚毅。

周恩来父亲周贻能 周恩来母亲万氏 周恩来嗣母陈氏

行走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的周
恩来，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充满了革
命必胜的信心。

叁·情系桑梓不徇私

肆·爱洒红花分外艳

周
恩
来
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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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红
花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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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的个人户口卡。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1961年7月1日，周恩来堂侄周尔辉（第二排右四）在西花厅举行婚礼。为了支
持家乡建设，周恩来让本来在大学里工作的他回到淮安做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

1958年7月，周恩来委托王汝祥转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省长刘顺元和省委
副书记惠浴宇的信。

一个伟人的侧影影
——周恩来与淮安、南京档案图片故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