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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后600天》

内容概要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
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
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周恩来从患病到住院
，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政治苦旅；从住院到逝世，又经历了600天由生到死的病痛时日。周恩来
从1972年5月12日，检查出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
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
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
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74年6月1日住院
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
着病痛、负重、伤感、离别与希望，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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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保孜，江苏兴化人。1957年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
剧。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
放军图书奖等奖项。摄影：杜修贤（1926年11月—2014年6月），陕西米脂人，1945年在延安八路军电
影团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摄影记者
。1960年起担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中央
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20世纪60-70年代，他先后担任周恩来、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1980年担任中
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8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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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祸起萧墙
淡然处之
抽薪止沸
复出之路
一衣带水
南辕北辙
第二章 病魔缠身
周恩来的治疗终于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政坛暗流涌动，权力之争加剧。
柳暗花明
求贤若渴
日理万机
如愿以偿
再度受挫
忍辱负重
改弦更张
岁月留痕
风波再起
明火执仗
第三章 困顿病榻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他拖着重病之躯，千方百计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
西风残照
困顿病榻
挂肚牵心
垂暮之治
欢聚一堂
风生水起
生死一搏
情同手足
心愿已了
第四章 回天乏术
到1975年夏，周恩来体重仅剩61斤。他凭借自己在党内外的影响力，希望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托举邓小
平平稳接班。
惺惺相惜
以忍为阍
暗流涌动
洞察秋毫
触物生情
泪干肠断
直抒胸臆
因风吹火
逝者如斯
激浊扬清
第五章 弥留之际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谢幕。
相濡以沫
临深履薄
油干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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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重心沉
回光返照
难以回天
第六章 魂舞大地
"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用泪水与怀念为周恩来总理送
行。
剖肝泣血
力不从心
天怒人怨
众怒难犯
风木含悲
最后使命
涓滴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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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600是虚数，是从患病、住院直到逝世，情感真实，可歌可泣！书里有很多宝贵的图片，四张图卡
值得珍藏！现在的政府官员应该好好看看，三省自身！
2、读的时候数次感动，几欲落泪。将总理的伟大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但是此
书主观色彩略重。不过作为大概了解总理生命最后尽头的生活还是可以的。
3、描写很贴切
4、全书一句话就能总结，即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四人帮批斗攻击无事生非。但对于周总理无
私奉献后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政治状况只触及皮毛，作者你是不敢写还是不会写
5、是谓中国
6、冲着男神给的五星。文笔情感丰沛，略感文笔掺假个人情感意。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泪目于十里长街送总理

7、图片很珍贵！总理专用摄影师拍摄。但是配的文字真心读不下去，都是什么“难道这还不让人敬
佩”之类的话
8、各种歌颂
9、那天在图书馆里乱逛，看了好几本书都没有看下去，直到这一本吸引了我
“鞠躬尽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伟人
“愿这盛世，如你所愿......”

10、痛心疾首 好总理
11、当做画册一样读完了。近来看了一些近代史书籍，对政治人物没有好感。主人翁在哪个环境下一
方面忍辱负重，一方面力挽颓势，病痛和压抑中苟延残喘。他算一个让人还能扼腕的人物，积极快乐
而又可怜伤感的政治人。
12、私德，如果有道德完人的话，总理算一个。公义，在国家动乱之际，挽狂澜于既倒，尽最大之可
能扶危济弱。生命的最后时刻读来令人动容。
13、以前上学只知道十里长街送总理，知道这个风度翩翩慈眉善目的老人是开国的总理，是人民的好
总理。无意间拿起的一本书，竟然我欲罢不能，看得泪流满面。要怎样的个人和品质，才能做到他这
样。我总结不出什么高度，只知道他“没有后代，没有财产，没有墓碑，死后骨灰都撒在了神州大地
上。”
14、为了不遗忘
15、作者的写作感情成分居多，历史成分居少，一些照片很难得，让我们得以仰慕领袖风采~
16、很感动。最后两章真的是边哭边读的。周总理，真的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7、海棠永不败
18、很感人 但是太过于倾向某人 不算史学
19、满分给照片 满分给故事内容 满分给刻画的人物 三星给写作技巧
20、看阅兵时无意中被某句话戳到，于是找出来翻看⋯⋯唉。
21、几乎是哭着读完最后两章。
22、一个周末看完，酣畅淋漓，哭了，周恩来的图卡也很棒
23、歌功颂德的成分不少，全文是一种流水账。看不到多面立体的人物刻画哦。警惕这种方法写人物
传记。
24、恩来爷爷，愿您安息
25、周恩来，在我眼中几乎完美的一个存在，不争不抢，默默地牺牲自己以顾全大局，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真实典范！
26、照片好珍贵！
27、从周总理患病到逝世完整而详细的叙述，尤其是临终细节的一首资料很有价值。加上摄影师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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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后600天》

贤的大量彩色照片和作者颇为煽情的文笔，十分值得一读。
28、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29、读的第一本周恩来的书，一下就看进去了，接着又看了几本关于周恩来的传记。这一本很明显的
能看出是写的周恩来最后的日子，看最后一章时真的很感动，我们敬爱的男神周总理啊！
30、五星给照片 文本太煽情最后部分我一边看一边哭
31、是之谓大人。看到十里长街送总理，依然泪崩，国族自有大生命力。
32、本想看的是总理美男子时的光辉，但还是不可抑制地被总理吸引，魅力啊，一句两句无法说清
33、我承认可能美化，我也承认这本书的主观性太强，我更承认我可能并不了解他。但是，如果有一
个人能在几代人心里都屹立不倒，为何不让他永远崇高？历史需要这样一个人。
34、屡屡痛哭，有的人走了，是你知道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这种人了
35、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盛世中華，如您所願。
36、那盛世，何时才能如你所愿
37、书中很多珍贵照片很不错，但过于抒情，反而让人感到假意。这种纪实性书籍，只记录史实就好
，平铺直叙也许反而更能打动人。第一次看关于政治人物的书籍，挑了本最受人民爱戴的周总理的书
，了解一下吧。
38、怎么看？
39、不为别的，冲周恩来三个字，就值得打满分。
40、三颗星吧，不能再多了。
41、600天，癌症对总理健康的损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理那么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到最后都表示“
我绝不应再逞雄了”，他“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
”。当邓颖超把总理的病情如实告知他的四位秘书时，他们“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泪流满面”。我们
为被病魔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周总理心痛，也为当时共和国被人为地折腾得动荡不安的危局而心痛。我
们敬重周总理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敬重他的大智大慧和无私无畏。
42、为何没写中南海放鞭炮那件事?
43、真的要泪流满面
44、大国总理，兴衰荣辱一身系，风雨一肩挑！
45、深刻理解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无法想象若当时没有周总理的宽容，忍让，以大局为重，
时时记挂着国家人民，我们的国家会是怎样的一副景象。也无法想象，最后的岁月才60多斤的老人怎
么一直苦苦支撑着。向伟大的总理致敬！
46、在新中国的历任总理中，周总理应该是唯一一位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爱戴的总理。有人说他中庸，
在文革中明哲保身。但正是总理的隐忍和坚定，才使得文革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对这八个字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47、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作为后事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伟人 周总理 人名的公仆 值得我们铭记
48、对总理为人很佩服！忍辱负重，为国为民。
49、读此书如同还愿，为一种被文学描摹着的“完美”周恩来人格形象添加其晚年更加痛苦，坚毅，
无奈的落寞的时代底色
50、激起了我对老一辈革命家了解的欲望，不论是好坏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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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后600天》

精彩书评

1、几年前我买过一本《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作者也是这两位，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交叉着
看可能会更好。主席这辈子最大的能耐就是用人，让谁上不让谁上都他说了算，而且被整的人还没法
有半点脾气，主席这样的人，500年才有一位。总理最大的能耐就是忍，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
当了20多年中国的总理。忍看起来平淡无常，但是作为一国之总理，当到了心中一肚子委屈，也算是
件奇事了。书中有个小细节让我印象颇深，一个是越南代表来华商讨援助事宜，狮子大开口要80亿，
但是我们只能给25亿，于是周总理在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后仅仅休息了15分钟便和越南人展开谈判，最
终拿下了这局。总理对待工作是不遗余力，兢兢业业的。书中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这些东西读起来
没有说教感，很平时，我也相信。
2、读这本书，需要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对读者的精神是一种考验。“周恩来的为人性格，正如中
外人士所评论的那样：他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挑战。
”总理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会为了长远大局而委曲求全，例如“大跃进”
，总理是提出过反冒进意见的，结果被打压，既违心又真诚地做了一次“自我批评”，这种强烈的矛
盾行为是总理刚与柔两面冲突的心理表现。总理的这一特点和邓小平截然不同，邓小平特别坚持他的
做法，书中也提到了，邓小平的最后一落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然而当时毛主席对
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希望他对“文革”作个决议，肯定它的基本正确，但邓小平不愿
意，拒绝做这个决议，最后才被打倒了。总理在病床上听说后，“瞪着眼对邓小平说：‘你就不能忍
一忍吗？’⋯⋯。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
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
小平的。”书中虽然说得很委婉，但毛主席在几次问题的处理上确实负有责任。人总是听不进意见，
不喜欢被泼冷水，搁谁都一样。认识错误很重要，若是主席能够意识到“文革”的问题⋯⋯虽然现在
官方依旧尽量避免提及“文革”，但至少结论还是明确的：文革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毛主席早年也受
过不当批判，那是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被苏共和王明等批判过。按理说，不应该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然而它还是出现了，历史就这样永远持续着。极权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也说过，导致“文革”爆发
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进入七十年代，共和国的领袖们都陆续
进入古稀之年，意味着生命进入晚年的轨道，而共和国才度过二十多个春秋，正是妙龄年少的花季。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非常悬殊的年龄，就像是一道‘代沟’，造成党和国家很多不协调的因素，可
以想象，‘代沟’的后果给决策者带来怎样艰难甚至是苦涩的抉择。”这个说法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
当时会出现那些错误，是原因之一。书中虽未对江青着墨多少，但还是成功勾画出其无赖撒泼嘴脸，
成天无事生非搞批判，基本就是文字狱变种。“由于江青与他夫妻关系的特殊性，毛泽东始终对江青
一伙的行为，网开一面，存有仁慈，没有痛下决心动‘手术’切除。”《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法
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我还清楚地记得：“谈话的最后，法拉奇又把话题绕到了江青身上。她问，对
江青，您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也记得他那句“家
庭是个好东西。人老了更需要家庭。毛主席晚年，要是有个温馨的家庭就好了。”的确，如果毛主席
有个好的家庭，很多事情不会发生，可惜遇人不淑。“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生前没有子女，死后没有
墓穴，他将自己完全融入了祖国的土地。他是人民的总理。”周总理识人，周总理有非凡的人格，周
总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卡桑以前曾告诉我周总理在“文革”期间主动把莫须有的责任
揽身上，保护了很多人。具体详情在这本书中弄明白了，“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
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文革”本已不堪设想了，更糟糕的情况？恐怕就是崩盘
了。这本书的很多地方都让人哽咽。作为个体来说，虽然时代不同，但苦难是一致的。人生变幻，无
解。这本书制作精良，即便在中亚的电子书中也是难得的良品，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照片。这本书
是在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发现的，两本书适合连着读，除了时间先后性，便于了解历史来龙
去脉外，还在于两位伟人一前一后的历史功绩：周恩来和邓小平亲如兄弟，周恩来是邓小平非常尊敬
的兄长，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文中引用均来自本书及《历
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3、　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每隔几天就要作一次化疗，可化疗才进行了两次，他又一次被推到风头浪尖
，面临精神的重压。无论是身体的折磨还是工作的压力，再加政治的“迫害”，都排山倒海般向他涌
来。而周恩来一边要拖着重病的身躯尽快扶邓小平“上道”，为那些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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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林弹雨”，还要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与江青一伙斗智斗勇&quot;&quot;　　毛泽东没有同意
见她。3月20日，毛泽东又对江青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
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
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
泽东　　74．3．20&quot;&quot;现在打开周恩来1974年1月至5月31日的工作日程，我们可以看到，不
到半年里，周恩来是怎样在用自己的病躯承担起党和国家的重担。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
达13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
小时以上的有5次，连续工作30小时的有1次。&quot;&quot;癌症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操劳过度，压力过大
与生活不规律所致&quot;&quot;人的伟大有时不在高处显现，而是在生死危难中凸显&quot;&quot;　　
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quot;&quot;周恩来一生
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唯
剩这把随时都会化为灰烬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许多，唯独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命的践踏。他如飞翔
的候鸟，爱惜自己的羽毛胜过一切。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为一个不应该让他承受的冤案
申辩，为保护清白的政治名誉而不惜耗尽最后的健康细胞&quot;&quot;说到这里，张大夫的泪水已经
溢出眼眶，要不是眼镜镜框挡着，早就顺着鼻梁滑落下来了。他说完这句话赶紧离开总理的病床，他
不希望总理看见他的眼泪。如果连医生都会在病人面前掉眼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药可治，回天
无术了。这种绝望的情绪说什么也不能传达给病人，更不说是他们敬爱的总理了
。=========================花了断断续续一个月时间才看完这本书，很感动有没有我个人是
十分崇拜周恩来总理的，喜欢那种对事，对人，对己的态度是个十分好的模范啊，不是么不享身前生
后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就是毛主席的子房，一位不愿归隐的子房
4、从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为膀胱癌至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在跨越5年的时间里，“600天”只是一
个概数。昨天下午，我对我妈说：“等端午我看完这本书，就留家里，给你看。”我妈翻了翻目录，
“嫌弃”道：“这么难过的一本书，我才不要看。”87岁的老外公，记忆力衰退，忘过我妈，忘过我
爸，也忘过我。记不全自己8个亲生孩子的名字，也记不清8个孙子孙女的名字。但当他看到书的封面
周恩来的照片时，竟颤颤巍巍地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很有能力。于我而言，对周总理最深刻的印
象，一是源于小学语文课本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文章；一是源于高中历史课本一张他在黄
埔军校任教时拍的黑白照片。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这是我、我妈和我外公，三代人对这位辞世30
周年的周总理的印象。而他究竟有多“好”？我只想说，在“尊敬”一词被滥用的今天，他向我诠释
了“爱戴”的含义。在“公务员”遭遇信任危机被人民花式调侃时，他叫我明白“同志”一词的严肃
使命与沉重分量。少年时，语文考试。阅读题总爱节选文中的部分句读，叫我们评析好在哪。若是碰
着“排比”句，定要答“增强气势，感情洋溢”。写作文，为拿高分。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要龙头凤
尾，多用“排比”。一直以为，好的文章一定不能输在“排场”。但其实，“真情”是不需要语法修
饰，刻意雕琢的。“感动”是“真情”的必然产物，而不是“排比”。《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
是1988年邓颖超在丈夫周恩来去世12年写下的一篇文章。朴实的话，平静地就像话家常，我却从头哭
到尾。从未有过一篇文章，像它这般打动我，让我久久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所以，如果你愿意，
我想带你重温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真诚与感动，悲痛与不舍。不停休，当病魔缠身1973年，新
年的第五天，已经连续工作20余小时的周总理，终于走进卧室休息。警卫张树迎却紧张地端着盛满鲜
血的尿壶，惊恐地喊着尚在沉睡的张佐良医生。自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尿中4个血红
球以来。尿血，这个让所有人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了。“林彪事件”后，“解放老干部”是周
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有限的生命里，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得工作，他身体力行。他的忙，是医生
取尿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被拒绝；他的忙，是工作人员叮嘱为了身体好一定多喝水，他却嫌工作时间上
厕所太麻烦不去做。充分的休息，在病症早期，也许能换来病情好转。但是，日程表满满当当地安排
，常在夜间会见外宾⋯⋯对普通人来讲正常的休息，在过度操劳的周总理这里，却是一件十分奢侈的
事情。1973年6月，周恩来因30多个小时没睡觉，两天连轴转地他，第一次在卫生间睡着了。夜里一点
多，离会见外宾还差一刻钟。“诺，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随即起身。只
要刮胡子，就说明周总理有外事活动，这是他的习惯。可待秘书准备就绪，却找不到周总理。最后，
大家才想起上卫生间找找看。一开门，所有人都怔住了。周总理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着肥皂沫
的刮脸刀，歪着身，竟倚在镜子前睡着了。谁也不想叫醒周总理，都不出声，想让他再休息会儿。可
不一会儿，总理双肩一动，“哎呀”一声醒过来了，满脸愧疚，一边起身一边看表：“迟到了，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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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次怪我⋯⋯”在书中，多年来照顾周总理生活起居的人们，为他夜以继日的劳累干着急，为他
日益衰弱的身体提心吊胆，为他加重的病情痛哭流泪。西花厅有个不成文的“家规”，任何人不许向
总理提出合影的要求，更不能为他人提出这个要求。就连跟拍周恩来16年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也不
过只有两张单独合照。一张是1960年刚成为周恩来摄影师见面握手时拍下的照片，一张是1973年5月在
从广东回北京的专机上由周恩来主动提出拍摄的照片。总理主动提出与工作人员合影，这是陪伴总理
多多年的工作人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就这样，张佐良医生、身边的警卫、秘书，甚至连机组乘务
人员，都站到了总理身边。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总理怕是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坐专机的机
会很少了，故而有意识地主动提出和大家合影。1974年，手术后一个月，病情复发，总理开始大量尿
血，且伴有并发症——尿潴留。膀胱一旦出血过多，就会凝固成血块，堵住排尿口。疼痛难捱时，周
总理就会在会见厅的沙发上来回翻滚，希望可以把血块晃开。为此，大家从西花厅搬来一张大木窗，
好让总理翻滚时有个稍微宽敞的地方。女服务员每每看到总理为一次解手要翻滚好久才能解决问题，
更是难过至极，常常站在门口擦干眼泪再进门递毛巾。周恩来自患癌症以来，先后经受了89次输血
与13次手术。1975年6月，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的他，仍坚持工作。1975年1月至9月，周总理主持外
事活动44次。就这样，周恩来将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变成了他最后一年生命里的办公室。不得已，
当污蔑四起“四人帮”无中生有，无数次将矛头直指周恩来。1932年的“伍豪启事”，就像是他多年
来的心病。“伍豪”是周恩来用的最多的一个化名，发文章也多用此名。国名党对这把“伍豪之箭”
可谓恨之入骨。1932年2月，由中通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污蔑周恩来，妄图瓦解共产党，在《新
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先后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本已经多方证实为国名党
阴谋的一件小事，文革期间，却被“四人帮”揪着使劲做文章。1975年9月20日下午2时，第四次大手
术。周恩来却将自己关在了卫生间，一个小时。邓颖超几次敲门，无所回应。“唉，又在写东西。”
知夫莫过妻。大家纷纷猜测，难道总理在写遗言。终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将信交给妻子。原来，
从1972年6月至1975年9月，三年多的时间，周总理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
事的真相》报告，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按照会议规定，将报告录音和有关资料作为档案交给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保存。一直以来，周总理都希望党内能明白当年的历史真相，以免身后在有人利用“伍
豪启事”制造事端。此时，党内斗争激烈。江青等人开始在公开场合大谈《水浒》的“现实意义”，
批判“现代宋江”散布“现代投降派”的言论，目的就是针对批判反对文化大革命以邓小平为首的“
投降派”。在担架车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忽然睁开眼，拼尽全身力气喊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一声苍老、坚定的声音，把在场的人都怔住了。这是
一个病危的老人，面对即将而来生死未卜的手术，念念不忘的事。在周总理住院的一年零七个月，邓
小平来医院63次，除去每次手术后10天内不的探视的日子，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李先念先后
到医院52次，周总理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叶剑英在周总理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
几乎是天天来。毛泽东在周恩来住院期间因身体原因未曾探访，也未曾出席追悼会。关于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曾问起过。邓颖超也正面回答，你们知道，主席对你们伯伯是那么器重，两个人
几十年的这种革命战友出生入死，你伯伯后来的形象，如果主席去看他，两个人都会伤心，这样对两
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刺激，所以中央不同意主席去看他。书里说，文革前，周恩来几乎每次外事
访问回国，毛泽东都会去机场接机。书里说，那时毛泽东视力模糊，当秘书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主
席眉头紧锁，闭着的眼窝里流下了泪。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
切活动。据张玉凤回忆，1月15日，她终于将憋在心里的话说出口，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在
悲伤中的主席，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吃力地说：“
我走不动了。”看到这里，我哭了。我希望书里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不能说，当情非得已周恩来一
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没有子女，没有家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停止呼吸。1992年7月11
日，邓颖超逝世。他俩先后“住”在同一个骨灰盒里，骨灰也先后由天空洒向大海。1925年，周恩来
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濡以沫。被称为“中
南海模范夫妻”。哪怕在生死别离的随后时刻，在革命与纪律面前，他们始终认为不该谈论其他的“
心里话”。邓颖超后来回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很多话，没有说。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两
人于天津相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1927年曾有过一个孩子，邓颖超因难产，男婴生下便夭折。国内当
时一片白色恐怖，邓颖超当夜逃难去上海寻找周恩来，一路颠簸，虚弱的身体再受伤害，从此再没有
过孩子。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与邓颖超等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书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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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社有个规定，在整个运动期间，不谈恋爱，更不谈结婚。周恩来那时，秉承的是独身主义，当时
邓颖超对婚姻也抱有厌世的想法，觉得女人一结婚这辈子都毁了，还天真的认为觉悟社的同志们，一
定能帮助恩来实现他“独身”的愿望。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不是恋爱之上。就这样两个走在革
命路上的同志，曾经坚信不谈儿女情长的志士，最后竟走到一起。他俩看重的，就是在彼此眼里，都
是能坚持革命的人。邓颖超把她对周恩来的思念与感情，装进了1988年写的一封信里。名字叫《从西
花厅海棠花忆起》，也是邓颖超的遗作。西花厅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生活与工作的地方，海棠花是总理
最爱的花。1988年，邓颖超已经84岁了，周恩来逝世12周年。当时邓颖超对在仍在身边工作的赵炜、
高振普两位同志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
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与缅怀。否则，就烧掉。终于，在1998年3月5日，周恩来同
志离世的第21年，邓颖超同志离开的第五年，这篇文章于《人民日报》发表。P.S 是为人，孰能无过。
有人问我，当有一个人，人人都说好的时候，你难道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周恩来最后600天》是一
本感情十分丰富的书，不可否认，作者下笔是十分用心的，遣词造句都是对周总理能力与人格的双重
肯定，少有责怪，我知道，主观色彩是强烈的。翻看它的第一眼，光是目录，我都险些流泪。不论是
出于什么原因，历史塑造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让我敬佩，让我爱戴，尽管人们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
的小姑娘，但这一刻，我不想思考太多。在缺乏信仰的时代，我需要看到这样一个坚挺的人，充当我
生命中的偶像。若要摧毁，但请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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