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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

厅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旁边

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

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

几十位日本客人、中外记者，邓小平向他

们，也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

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

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

政治生涯告别。”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

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到一

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

告别他六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他说：“退就

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

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

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

口后又说：“今后有些朋友来中国，可能不

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

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

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

和工作很有必要。”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

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

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

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

感激。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

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

“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

笑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正式会见记

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照相屏风

前，“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

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靠

近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

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

一批记者。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

岗位，正式退休了。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

下事》\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正式退休的台前幕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

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 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

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

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

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而相当多的老干部又不愿交班。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

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

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

式。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

开始的。1975 年7 月 14 日，他在中央

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

的问题。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

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

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

置。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

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

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

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

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 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

的准备工作。8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

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

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

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

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

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

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

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2年9 月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

第22 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

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

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

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

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

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

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

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

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

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

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

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

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

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

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

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

平、陈云、李先念3 人“半退”，即退出党的

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

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

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

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

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

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

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

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

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

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

一线领导岗位。

1989 年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

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 月4 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江泽

民等几位中央领导驱车来到邓小平的住

处，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

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

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

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

释。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

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

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

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 个月，大家还希望

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

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

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

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

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

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

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

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

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

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

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

来吧。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

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

“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

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

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

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

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

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

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邓小平最终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

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

论。

有一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

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

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

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

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

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

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

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

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

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

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

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989 年11 月9 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

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

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

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

行表决。上午9 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

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

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

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

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

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

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

了！”

下午3 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

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

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

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

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

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

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掌声中，邓小平

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

衷心感谢同志们。

11 月10 日至12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

会议。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将军们目

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

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

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

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

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

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

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

仰呢！

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设立顾问委员会
实现新老交替

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

向全世界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