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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陈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领导人，不
要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连60多岁的人，可
能也并不了解他。”6月2日，《陈云家风》一
书的编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骆
振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描述自
己探寻陈云的初衷。

1994年8月，因逢建国45周年，浙江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领袖的故
事》丛书。彼时骆振龙便作为责任编辑参
与其中。

“这套丛书出版后，因为其内容展现
了伟人的平凡事，涉及面广，在国内引起
了很好的反响。”骆振龙回忆说，也是在编
辑此书的过程中，陈云的故事进入了他的
视野，也引起了他更多的好奇。

“毕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之后，他就
很少在中央抛头露面了。”带着这分好奇，
骆振龙开始试图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完
整的陈云画像。

2011年6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又
出版了《陈云画传》，而为了这本书的编
辑，骆振龙几乎跑遍了所有陈云曾出现过
的地方。“他的出生地青浦，工作过的商务
印书馆，以及瑞金、福建等地方都去跑
过。”骆振龙告诉记者，经过这次长时间的
走访，让他对陈云的了解更为深刻。

“他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毫
不济私，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骆
振龙说。

江阴人王玉清，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
陈云秘书。据其回忆，解放东北时，国民党
军队曾一度占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并
准备先全力“肃清”南满，再大举北上侵占

全东北。
彼时的陈云，正主持中共中央北满分

局的工作，经过艰苦奋斗，北满局面已经
打开。按照惯例，陈云可以继续留在北满
开展工作，可南满岌岌可危的局面却让陈
云异常担忧。

“根据地被压缩在长白山麓的四个小
县的狭小范围内，总兵力不足四万人，面对
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全力
进攻，是很难坚持的。”王玉清在回忆文章
中写到，“如果听任国民党军队占领整个南
满，然后全力北上，那么我们在整个东北战
场上，就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主动请缨前往
南满，去执行对当时的东北全局而言最艰
难，也最为危险的任务。临行前他给当时
的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鹤寿留下一封信说，

“国民党中央军像一头野牛，正准备向北
满冲来。我自问不懂军事，但一定要依靠
那里的力量，把这头野牛的尾巴拖住，不
让它横冲直撞。”

“原来我们是防守，最后变成战略反
攻，总体来看，坚持南满从战略上说是非常
重要的。”1938年至1941年期间担任陈云秘
书的刘家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评价说。

这是对陈云在军事方面为数不多的
记录。而以往每当人们谈及陈云，则会把
更多的目光，放在他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
发挥的作用。

“陈云同志不仅亲自主持制订了我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直接领导了这一计
划的实施。”建国后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
办公室主任、陈云秘书的邱纯甫曾撰文
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使我国
国民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也让他对陈云倍
感钦佩。

尽管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如此成就，

陈云也始终没有忘记老百姓的经济生活。
据陈云之子、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
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特别喜欢周
末到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

“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
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他说，现在老百姓吃
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从这一实际出发，1962年七千人大会
后，陈云便想着如何才能提高农民积极
性，使农业恢复生产，解决粮食不够的问
题。

陈云妻子于若木曾回忆说，当年春末
夏初之际，身在杭州的陈云找到几个做经
济工作的同志一起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
户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

确定这一理念可行之后，陈云很快就
从杭州赶回北京，并得到了邓小平、刘少
奇、朱德和周恩来的一致认可。

就在回京的路上，时任陈云秘书的周
太和问他，“现在的形势不宜谈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再郑重考虑一下?”周太和在回
忆文章中写到，“他说你怕什么呢？我担任
领导工作，就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现
在自己有办法了，有路子了，就应当抓住
这个时机来做啊。如果失去时机，就失去
党的威信，失去人民的信任。这个机会不
可失掉。”

可彼时陈云的这一提议，也最终未能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此后毛泽东将“包产
到户”、“分田到户”的提议定性为“破坏集
体经济”、“机会主义”。这也使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推广，被推迟到改革开放前夕。

这是继1957年陈云和周恩来提出经
济建设要“反冒进”后，再次遭到毛泽东的
反对与批评。也正是这些片段，展示出陈
云敢于坚持实际，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勇
气。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
较、反复。”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了
自己工作的方法论，并一以贯之。这不仅
让他从一个“高小学生”一步步成长为“共
和国掌柜”，也最终成为陈云影响整个家
庭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精神内核。

家庭成立学习小组

于若木，是陈云家庭生活中第一个被
他直接影响的人。

1938年初，于若木与陈云结婚。据她
回忆，刚结婚时，陈云接连用三个晚上给
她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
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
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
救等等。”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陈云同
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
组织部的干部们传为佳话。

实际上，不管是陈云自己，还是于若
木及他们的几个子女，学习始终都是陈云
家庭的主旋律。

据陈云之女陈伟华回忆，文化大革命
中，陈云以“战备疏散”之名，被下放到江
西南昌郊区的一家化工石油机械厂“蹲
点”。陈云此行带去了很多书。他当时对家
人说，自己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
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

“在江西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去过，他
跟我们谈的全是读书的问题，他让我读

《共产党宣言》，读马列著作，还教我学习
方法。”陈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这之
后的1973年8月，回到北京的陈云，给被分
配到北京怀柔县当农村小学教师的陈伟
华寄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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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共和国掌柜”，却一直称自己是“小学
生”。坚持学习、坚持调查、坚持原则、坚持事实的他，
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
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2015年2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陈云的家风建设，正是对
这一传统的典型诠释。他的工作作风延伸到家庭，成
为子孙后代的精神富矿。

今年6月13日，是陈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纪
念陈云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
陈云纪念馆编写《陈云家风》、《陈云书风》二书，更加
详实地展现了陈云的家风家教。

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亦是作风、党风。
回顾陈云的家风家教，在党中央如此重视作风建设
的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好好家家风风来来自自好好作作风风
“共和国掌柜”陈云留给子女的精神富矿

左起：于若木 董巍 陈怡初 陈云 陈小欣
陈汉洲 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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