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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
右街北口处! 见到那个有国徽的
西北门! 往里向左一拐便是西花
厅" 它南北长# 东西窄! 西墙外
是府右街! 北面紧靠文津街! 是
北京城中常见的旧四合院建筑群"

这里静谧# 古朴! 仿佛匆匆
流逝的时间也在这里慢下了脚
步" 正面的一排房屋坐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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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多高的平台上! 青砖灰瓦映衬着
红色的廊柱! 上方挂着黑底金字
的牌匾$$$西花厅! 此处的整个
院落也因此而得名" 该厅是周总
理生前召开小型会议和接见内外
宾客的地方" 厅的两边各有数间
矮的耳房! 靠院的西墙! 有一排
西厢房" 整个院落十分开阔! 当
中的空地上栽种着一些花木! 负
责保卫的战士们! 正在空地上比
武练拳" 在温暖的阳光下! 一切
都那么真实! 却又如同梦幻" 这
就是无数国人尊崇# 怀念# 依恋
的伟人$$$周恩来曾经生活和工
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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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地方"

到了这里! 所有人的心中都
有一种难言的激动" 仔细端详地

上的青砖! 想象着伟人的足迹曾
经从这里走过! 眼前扶疏的花木
是否也吸引他的目光驻留" 脑海
中时时刻刻! 总是他挥之不去的
身影和种种关于他的故事与传
说"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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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但至今这里仿佛还留存着他的身
影! 感染着每一个踏进这个院落
的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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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西侧的甬道向北走去 !

跨过一道大门! 眼前出现的是一
个平实朴素的后院" 这里面积不
大! 曾经是周恩来的办公和居住
区 " 小小的院落里有几棵海棠
树" 虽然此时虬劲的枝干上还没
有一丝绿意! 但人们却不难想象
出暮春时节这里的娇艳与芬芳"

据说西花厅的海棠花一向为
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
誉" 每年初夏时节! 后院里的海
棠花盛开! 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
和白色的花朵! 芳香四溢" 引来
无数彩蝶纷飞! 蜜蜂嗡嗡地叫着
忙个不停! 在这优美而宁静的环
境里 ! 蕴藏着盎然生机 " 刘劲

说! 据很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
老同志回忆 ! 每到收获的季节 !

总理总是自己花钱按照市价把院
子里的果子买下来! 分给工作人
员的孩子们"

海棠花! 恰恰也是周恩来最
喜欢的花!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
的文章中写到% &解放初期! 你
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
落! 就爱上了海棠花! 也就爱上
了这个院落! 选定这个院落! 到
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
住 ! 整整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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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如今 !

海棠花开了又谢! 谢了又开! 而
那喜爱海棠花的院落主人! 早已
和祖国的大地! 永远地融合在了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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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小院! 眼前的正房就是
周恩来的办公室 " 红色的廊柱 #

绿色的窗框! 下面的窗户镶着大
块玻璃" 这里不再允许拍照! 记
者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记录下所
有的一切 " 从玻璃窗外向内望
去! 一张长方形会议桌占了办公
室的一大部分! 靠窗面南放了一
张办公桌! 一旁的小桌上放着三
部电话! 其中一部红色的据说是
直通当年毛泽东住所" 靠西墙放
了三四个书柜! 里面有一些周恩
来曾经读过的书籍! 上面有一个
飞机的模型" 除此以外! 这里没
有任何的装饰物"

办公室内的一切都还保持着
当年总理工作时的模样! 想象着
他埋头伏案的身影 ! 偶尔抬起
头 ! 目光投向窗外明媚的阳光 !

那里面有担忧 # 有希冀 # 有焦
虑# 也有仁爱" 他的心事! 我们
无从知晓) 他的心血! 却早已成
为国家和民族兴旺里的锦绣篇
章" 离开之前! 再次回望! 他曾
经用过的文具# 桌椅都原封不动
地封存在这里! 静静地接受着时

光的检阅 ! 仿佛仍在日升日落
中等待着这里的主人再次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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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阳光下的走廊! 前面就
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日常生活的
地方 " 一走进大门 ! 就看到一
个小小的玄关 ! 墙上有一排挂
衣钩 " 再向里走 !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小客厅 ! 南面墙上有一
幅毛泽东正在工作的照片"

西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描
绘的是邓颖超正在给总理缝补
旧衣服的情景 " 屋子的正中是
几对沙发 ! 款式都很旧 ! 木质
的靠背上放着布做的软垫 " 抬
头望去 ! 眼前是一幅周恩来和
邓颖超的黑白照片 ! 据说这是
他们夫妇俩最喜爱的一张合影 "

画面上 ! 晴朗的天空下 ! 二人
并肩眺望远方 ! 温暖的笑意 #

飞扬的神采 ! 那轻松而幸福的
氛围萦绕着每一位观者 " 他站
在妻子身边 ! 如同一个寻常的
半百老人一样 ! 满足地泛起沉
静的笑容 ! 仿佛他不再是身负
重任的总理 ! 她也只是个普通 #

平凡的妻子 " 幸福 ! 就是这样
的简单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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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办公室里的紧张与

严肃 !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生
活的气息 " 每一件器物都仿佛
带着主人的身影和痕迹 " 沙发
边的一个小茶几上 ! 压着一张
周总理和一些电影工作者合影
的照片 ! 当他在闲暇时看到 !

一定会回忆起拍照时的情景 "

在靠墙的角落里 ! 有两把再普
通不过的小竹椅 ! 当工作人员
的孩子们坐在上面玩耍的时候 !

他慈爱的目光一定也注视过这
里 ! 没有自己的儿女 ! 是他们
夫妇一生的遗憾 ! 但他们却把
更加博大的爱给了身边的每一
个孩子 ! 如同化雨的春风 ! 润
物无声"

在客厅的东南角 ! 有一个
木 门 ! 黄 色 的 油 漆 已 经 陈 旧
了 ! 无 言 地 吐 露 出 岁 月 的 痕
迹 ! 门上还有一个小插销 ! 普

通得让人几乎忽略 ! 其实这里
就是他们的卧室 " 里面只有十
几 平 方 米 ! 一 张 破 旧 的 木 板
床 ! 和邓妈妈曾经用过的打满
补丁的轮椅((这就是一个国
家总理 ! 一对伟大的夫妇生活
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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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丰功伟绩! 历史早有
定论! 但他们的朴素与节俭! 在
听过了无数故事# 看过了无数史
料后 ! 依然让人震撼 " 在这里 !

唯一能与西花厅这座原皇家建筑
搭上边的! 只有两个瓷墩" 其余
的家具摆设! 用今天人们的生活
标准来衡量! 甚至有些寒酸" 周
恩来逝世后! 邓颖超又在这里生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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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 尽管国家的经济
条件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里
依然与现代化的享受没有丝毫的
联系"

转过一个隔断! 左手边是一
个不大的饭桌" 西面靠墙的地方
有一个小木柜! 上面放着一台很
小的老式电视机! 一看那红色的
电视机罩就知道是手工缝制的 "

旁边有一张老式的理发椅! 对着
一个洗脸池" 理发椅为什么会摆
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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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的解说为大家解
开了困惑" 原来! 周恩来的工作
非常繁忙! 就连日常小事也都是
在工作中见缝插针的" 因此才把
洗理的地方安排在这里! 方便他
在理发的同时进行工作"

望着那张空空的椅子 ! 仿
佛 看 到 他 伟 岸 的 身 影 坐 在 那
里 ! 浓眉紧蹙 ! 批阅着文件 !

泱泱大国 # 万千事务 ! 让他的
面容日渐苍老憔悴 ! 但那挺直
的脊背和睿智的目光 ! 却如同
石 上 老 松 ! 在 雨 雪 中 更 见 风
骨 " 泪 ! 不知何时已经在眼眶
中 打 转 " 耳 边 传 来 深 情 的 话
语 % &我们在这里可以告慰你
们的是 ! 电视剧 *周恩来在重
庆 + 已经拍摄完毕 ! 即将在中
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 " 我们
将用这部电视剧来告慰你们的
在天之灵 ! 我们将永远秉承你
们的精神 ! 传承你们的遗志 !

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原来这是 *周恩来在重庆 + 剧

组的所有主创人员为了祭奠这
位伟人的英灵 ! 正在举行一个
小小的仪式 " 待三鞠躬完毕 !

才发现自己的面颊早就已经湿
润 "

陈毅元帅曾说过 % &廉洁
奉 公 ! 以 正 治 国 者 ! 周 总 理
也 "' 寥寥数语 ! 勾勒出周恩来
一生的坚守和风骨 " 有人认为 !

所有的风云往事 # 英雄豪杰都
会随着时光变成过眼云烟 " 然
而在西花厅 ! 在他过往生活的
环境中 ! 在他光辉的照耀下 !

你会明白一个道理$$$有一种
人 ! 他的博爱与无私永远不会
被光阴磨蚀 ) 他的人格与魅力
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

他就在这里 ! 在我们的心中 !

永远! 永远不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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