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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高邮有一段亲情故事
□ 肖维琪

建国初期，高邮流传过周恩来总理的一段
亲情故事。据说，周总理的堂弟娶了高邮人马士
杰的女儿为妻，周总理的二伯母随这位儿媳妇
来高邮生活了好几年。60多年过去了，当读到
周尔鎏的回忆录《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5年 6月版），笔者才知道这段故事
是实有其事的。

周氏家族中，二房与七房关系最密切

1939年，周恩来曾回过祖籍浙江绍兴，获
得周氏家族五世世系表，返回重庆后，交给堂弟
周恩霔整理而成樵水公起近五世世系表。建国
后，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据此略有修订。

从这份世系表可以看出：第一世嘉庆年代
的樵水公生有五子。长子逸帆公，名骏侯，无后。
次子霞轩公，名骏昂。三子捷三公，名骏联。四子
云门公，名骏龙。五子效甫公，名厐龙。第二世

“骏”字辈的五兄弟感情深厚，从未分过家。骏昂
曾将自己的次子贻康过继给长兄骏侯为后。后
来霞轩公与云门公随同漕运总督同赴江苏淮
安，并定居在淮安。五兄弟虽然绍兴、淮安天各
一方，但是亲情从未阻断，而且日久弥坚。第三
世为“贻”字辈，大房贻豫、二房贻康、六房贻良
为骏昂之子，四房贻赓、七房贻能、八房贻奎、十
一房贻淦均为骏龙之子。由于贻淦无后，贻能将
长子恩来过继给贻淦为养子。贻赓无后，又由贻
能的三子恩寿承继。贻能先后出继两个儿子给
兄弟，兄弟间的骨肉亲情可见一斑。

据周尔鎏介绍，他的祖父周贻康，与周恩来
的父亲周贻能是嫡堂兄弟，分别属家庭里的二
房和七房。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前往淮安
定居，而且同居一宅，位于淮安城中附马巷七
号。家人间关系亲密，不分彼此。周贻康是清末
举人，曾在江苏巡抚陈夔龙处担任总文案，进入
仕途后，曾任直隶州的定州知州和盐法道台；民
国时期，曾出任江苏省督军李纯的顾问兼秘书。
那时，他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曾提携周恩来的父
亲周贻能在身边工作；周恩来当年出国留学，也
得到二伯父周贻康的资助。在革命年代，周贻康
夫妇及儿子周恩霔在京津、宁沪等地的住所成
为周恩来的掩护寓所，周恩来曾多次在遇到危
急情况时，到他家避难。周贻能当时更是常住他
家，成为周恩来的秘密交通员。周恩霔是“恩”字
辈中最幼小的兄弟，比周恩来小 10岁，“七爸因
为常来我家，对我的父亲言传身教，爱护有加。
后来，父亲在七爸的影响下，也参加过革命工

作。”
周恩来与周恩霔两家关系密切，还可以从

周恩来出国留学的表现看出来。1920年，周恩
来自上海出发赴欧洲，“为了感谢我祖父母对他
的关心帮助，七爸在沿途各港口停留时都寄回
具有当地特色且有一定文史内容的小礼品，精
致的金属风景小礼匣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礼
物。每一个风景匣里装有八张经典风景照片，有
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法国大剧院
等”。1921年 1月 5日，周恩来抵达英国伦敦，
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后，随即以家书
向国内二伯父周贻康禀报一切，“洋洋洒洒千余
言，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周密细致，气度的卓尔
不群，为我生平所见致其父辈行文最长的一封
信。”当周怡康于 1921年在上海不幸病逝后，周
恩来于 1922年 9月 12日从巴黎寄一张明信片
给周恩霔，“其用意还在于给失去亲人的母子二
人（指七爸的二伯母程仪贞及年方 13岁的幼弟
周恩霔）及时送去必不可少的亲情和安慰，也以
此表达对二伯父周贻康的追思与感恩。”

周恩来委托张振邦找到了两个侄儿

周恩霔一生结过两次婚：元配蔡庆荣，祖籍
安徽，家境出身为职员。她是一位美丽淑静的少
女，会弹钢琴，并以流利的英语与人通信，还曾
取英文名 HeIen。约于 1927至 1929在上海大
同大学读书时与周恩霔相识结婚，并育有一子，
乳名爱宝，学名周尔鎏。爱宝是周恩来、邓颖超
夫妇不幸遭遇丧子之痛后最早见到的周家婴
儿，故而对他钟爱有加。而爱宝 1930年底出生
不久，生母便离开了人世。继配马顺宜，是高邮
开明士绅马士杰的女儿，她与周恩霔也是在上
海结的婚，育有一子一女，即周尔鋆、周尔美。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
期，上海成了“孤岛”。周贻能按照周恩来的事先
安排，从上海前往武汉同他汇合。随后，他们父
子二人奔赴西南大后方。周贻能由贵阳青岩镇
辗转到重庆，然后就居住在那里，直至不幸逝
世。

周贻能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于 1938年底至
1939年初先后来信，嘱周恩霔立即随周贻能之
后赶赴西南后方，以便接受相关工作安排。1939
年 1月，周恩霔撤离上海，取道香港、越南等地
直奔重庆，并由叶剑英协助安排到十八集团军
办事处和国防部三厅，在郭沫若麾下工作。他所
联系的工作对象包括司法界、文艺界和归国华

侨，接触面比较广泛，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和统战
工作。

“此后，我的祖母、继母、弟弟、妹妹最终也
离开了上海，前往苏北高邮我的外祖父家中居
住。留下我只身一人在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住
校读书。”（这里要介绍一下，“我的祖母”即周恩
来的二伯母，江都人，随祖父在外游幕多年，与
高官内眷往来甚多，行止得体，颇有大家风范。）
七爸自七岁起，即同我的祖母相识，她一生非常
喜爱七爸。七爸、七妈对待她也非常体贴照顾，
且为她祝寿。到 1944年秋，周尔鎏从上海南洋
模范中学初中毕业回到高邮的继母家，与数年
前到达当地的祖母、继母、弟弟、妹妹相聚。次年
高邮解放。“当时我在高邮县中念高一。”弟弟周
尔鋆在高邮县中念初中。学生在校园里常常看
到国民党的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集群而至，多
架飞机轮番进行低空扫射、轰炸。“我的同学夏
家振就被炸死了，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学校处
于停顿的状态，我后来去了县文化馆协助工作
了一段时间。”

让作者周尔鎏难以释怀的是，他的父亲周
恩霔与继母马顺宜夫妇两人长期不和，马氏为
人粗暴怪异，动辄对恩霔打骂不休，以致他不堪
忍受凌辱而离家出走。他且因家产早为马氏出
卖殆尽，余款也为她占有，从而处境十分穷困，
不得不向哥嫂告急求救。周恩来当时就按长期
在白区工作的习惯，以邓颖超的名义，“托友人
之便，寄上法币伍万元，以应燃眉之急。”正像俗
话说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继母马顺宜
对我不管不问，歧视有加，每天只知道赌博打
牌。她正和我远在他乡的父亲酝酿着离婚，而我
当时对此毫不知情。冬天大雪深及膝盖的时候，
我还只穿一条单裤，上身的棉袄还是祖母用她
自身的衣服为我改做的。我的手脚冻疮遍布，一
到春天皮肤就会溃烂，流脓出水，无比痛苦，又
狼狈不堪，直至今日还留有疤痕。”

1946年四五月间，继母因同父亲感情破裂
迁怒于周尔鎏并将他赶出家门。“当时我遵照祖
母的嘱咐和安排，孤身一人从江苏高邮回到上
海，寻找七爸。”周尔鎏离开相依为命的祖母后，
只身一人流浪上海，孤苦无依以至有时衣不蔽
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所幸不久，当时素不
相识的《文汇报》经理张振邦先生受七爸委托，
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张先生的外甥贾大勤（后曾
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正是我的同学，且张先生
的大儿子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时至今日，我仍
然不知道当年七爸是通过什么途径才找到了如

此妥当的联络人选，这也正说明了在七爸领导
下我党的地下工作是何等严密。张振邦先生把
七爸在南京写的信转交给了我，信中主要内容
是七爸要我去马斯南路 107号找陈家康先生
（当时中共办事处发言人之一）”

1946年 7月的一天，在陈家康的安排下，
周尔鎏带着寄住在马叔昂舅父家的弟弟周尔鋆
一起，见到了自南京临时来沪的周恩来、邓颖超
夫妇。

尔鎏、尔鋆兄弟俩在周恩来夫妇关怀
下茁壮成长

1949年前 3年，周尔鎏在上海的生活和学
业都是由周恩来夫妇援助和安排的。1949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周尔鎏由国立高农毕业。当时，
他的弟弟周尔鋆只有 16岁，父亲刚刚从解放区
过来，在上海还没有完全立足；舅舅是地主家庭
出身，老家在苏北高邮，解放后经济来源少；加
上父亲和继母离婚，所以父亲和舅舅都来找他。
因为周尔鋆继续学习下去有困难，他们让周尔
鎏给弟弟寻找出路，让他多多照顾弟弟。于是当
年 6月，周尔鎏带着弟弟一同进入第二野战军
的军政大学学习。周尔鎏回忆说：“在随后数十
年时间里，七爸对我的指导、教诲持续甚久从未
间断。世人公认的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的
人，而我是惟一一个他花费大量时间培养、教育
的亲属子弟，他所赐予的精神力量指引了我人
生的方向并成为我一生享用无穷的珍贵财富，
而七爸更成为我一生中为人处世的导师与榜
样。为此，我饱尝世态炎凉的坎坷成长历程也充
满了无尽的感动与温馨。

周尔鎏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曾任中国社
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
英使馆文化参赞、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顾
问、研究员，以及中联部、文化部、对外文委司局
级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多有社会科学研究著作
出版与文章发表，1980年主编出版《城乡协调
发展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重点
研究课题。）

周尔鋆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防
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奖
章获得者、少将军衔。兄弟俩都是高邮中学校
友。

责任编辑 袁慧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现将我市教育局所属 17所公办
幼儿园进行法人登记：

公 告
根据邮编办〔2015〕39号文件精神，各乡镇（园区）中心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统一以

“乡镇（园区）教育中心校”进行法人登记，现将下列原事业法人单位予以注销：

高邮市高邮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马棚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卸甲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八桥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车逻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周巷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送桥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临泽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界首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龙虬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司徒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天山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郭集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三垛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横泾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甘垛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汉留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周山镇中心小学
高邮市汤庄镇中心小学
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中心小学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中心小学
高邮市甸垛中学
高邮市八桥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马棚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临泽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天山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横泾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司徒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郭集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汉留镇中心初级中学

高邮市教育局
二0一六年五月九日

高邮市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高邮市第一小学附属幼儿园

高邮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荷花塘特殊教育学校附属幼儿园

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龙虬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车逻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临泽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界首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周山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三垛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甘垛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卸甲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汤庄镇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中心幼儿园

高邮市送桥镇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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