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
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
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
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
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
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
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1964年，周恩来的侄媳蔡淑清随爱人周保常从广州调
到湖南沅江工作。这年 9 月，他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
妇。在谈话中，邓颖超问到他们调到湖南以后，领导上知不
知道他们与总理的关系。蔡淑清回答：“有人知道，但多数
不知道。”邓颖超于是说：“不要讲出去，特别要教育小孩子
也不要讲出去。讲出去，人家就会照顾你们，那样不好！”

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
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
晚辈们的这种心情，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照片印
出来后，周恩来却只给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
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
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
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
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
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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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亲戚的“不近人情”

A “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各级领导干部对待亲戚的态度和做法，不仅
关系到个人的家事，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关系到党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国总理周恩来
与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家庭和亲属之
情。但是，他的这份人之常情往往又表现得比较
“不近人情”，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把无限的
关怀和浓浓的爱意融入对家属亲戚的严格要求
之中。为了从严要求家属，周恩来亲自制定了
10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
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
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
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四、看戏以
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
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
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
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
私利，不搞特殊化。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陈绣云是周恩来十四姨娘的女儿，比周恩来小十多岁，是周恩来嫡亲姨
表妹。1908年，周恩来生母、嗣母相继去世，而周恩来又要离家读书，两个弟
弟无人照管，只好将 6 岁的小弟弟周恩寿送去十四姨娘家，请十四姨娘代为
抚养了两年。因此，十四姨娘对于周恩来来说，远胜于一般的亲戚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时，陈绣云就主动与表哥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因为工
作忙，无暇回信，邓颖超便按周恩来的意思给陈绣云写了一封回信。陈绣云
拿着邓颖超的信找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安排工作。
妇联便把她介绍到松江县人民政府。松江县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其身份，加之
新政府也确实需要用人，就把她安排在县文教科做扫盲等“社教”工作。

当时，扫除文盲工作面广、工作量大，要经常下农村，可陈绣云不肯下乡。当
地领导就把她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而她业务不熟，又不愿好好干。

1951年8月，邓颖超到上海治病。陈绣云获悉后，就去邓颖超的住地看
望并向邓颖超“诉苦”，提出要去北京找周恩来给她安排一份好的工作。邓颖
超婉转而又明确地拒绝说：“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
要去了。”病稍好之后，邓颖超给陈绣云写去一封信，信中说：

绣云表妹：

来沪以后，因病不能同你详谈，曾托胡耐秋同志告诉你一些独立奋斗的

意见，希望你采纳。解放了，我们不仅是在政治上从旧的统治下翻了身，我们

还需要从思想里用自己的努力掏出那些旧社会带给我们的渣滓，只有那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变成新社会的主人。从你的来信和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你缺

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仍然存在有依赖的思想。这必须认识

（到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坏东西，必须要勇于抛弃它，你才能获得在新社

会里开辟你自己前途的力量与勇气！

上海正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封锁实行精简、节约、疏散……等

六大任务，这个方针你一定会在报上看到，因此，找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况且人

民政府的用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工作表现，只要他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工

作效率高，群众关系好，则不管他是谁，将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相反，则不管

谁的“情面”去“提携”也是没有用的。这种作风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

特别是我和你表哥现在的工作岗位，更不能因亲故而违反原则。特告你。

对于你的工作意见，我意以去苏北生产或从事义务工作为宜，现人民政

府正有组织地在进行，望你注意读报，直接前去接洽。

此复并问近好！

邓颖超8月17日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并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松江县印刷厂
的领导又调她到食堂搞伙食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比原来工作辛苦，而且厂大人
多，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陈绣云不堪忍受群众的指责，主动提出离职。

松江县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有关陈绣云的材料全部上报国务院。
周恩来接报后，大为震怒，明确指示：一、予陈绣云开除；二、给予劳动改造；
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陈绣云这才真正认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表哥周恩来这棵大树是完全
“攀”错了，便找到华东局妇联，一再检讨错误，请求重新给予工作，结果未能
如愿。后来，她报名支边，得到批准后去了大西北的甘肃，直到20世纪60年
代中期，才退休返回上海，后于80年代中期去世。

这里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三点指示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的。
如“开除”一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希望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谁
如果自己提出不干革命工作，那就意味着是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一种抵
触或对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改造”一说，并非是现在司法意义上的

“改造”，而是要陈绣云在艰苦的劳动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至于周恩来
“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则是周恩来明确向陈绣云和他的所有亲
属们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周恩来的亲戚不能以我
的名义去向人民讨价还价。

1950年5月1日，在住地中南海西花厅拍摄纪念五一合影照，总理在帮邓大姐整理服饰

B “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
我和他的关系”

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
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
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
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
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
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
厂的周荣庆也投身其中。期间，他和“三八”炼钢炉组里踏
实肯干、长相俊俏的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1959年1月
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
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不就是从
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嘛！”而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
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
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
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
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周荣庆，心里
打起了退堂鼓。王兰芳知道后，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
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
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两家把大喜的日子
定在1959年5月10日。

C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