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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不搞特殊化
———学习和弘扬陈云的治家理念与家风传承

欲治国，必先治家，家风敦厚尤为重要。陈云十分重

视家风建设。他的夫人于若木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

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

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陈云教子育人的方式方法和

治家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品格风范的生动体现，也

是全社会拥有的共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父母永远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身教重于言教，这

是中国人治家的至上境界。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中

财委工作，经手钱财以亿万计，但他的生活却十分简朴，

给子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华

这样说，“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

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

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

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从 1949 年进京，陈云一家在西城区北长街 58 号的

老房子里住了整整 30 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

“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

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有一年冬天，

已近 11 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

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

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 月 15 日开始

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

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的确，

严于律己是陈云对亲属子女的一项家风要求。早在解放

战争时期，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极为严格的“约法三

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

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对于这

“三不准”要求，陈云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严格执

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夫人于若木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

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

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还有一件事深深地镌刻在陈伟华的记忆里：“那是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

两年零七个月，当时跟着去的只有厨师、警卫员还有一

个秘书。一家 7 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我妈妈下放到干

校去了，我们兄弟姐妹各自去各自的地方。当时，因为爸

爸的厨师生病了，就让我姐姐到江西给他做饭，照顾他

的生活，我姐姐在那里待了 10 个月。爸爸说：你在我这

儿 10 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

国家的工资。就让我姐姐回单位以后，把这 10 个月的工

资全部退给单位，后来单位给姐姐开了一个收据。现在

这个收据还收藏在上海的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

念馆。”
作为父亲，陈云对自己的子女是这样严格要求的。

作为党的领导人，陈云也经常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对子女

的教育，不要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权力和

关系，去干违法乱纪、损害党在人民心中形象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有的领导干部子女利用特殊身份经商

的现象比较突出，陈云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可小觑，

关乎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他鲜明地指出：这件事，

“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

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

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1985 年 9 月，陈云在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风问题时强调：“希望

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

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

特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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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好书，做好人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

做好人。
陈云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深深感染着

他的每一个孩子。儿子陈元在陈云的指导下，从初中开

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

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
“文革”开始后，女儿陈伟华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

是多年来陈云言传身教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她从内心

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1970 年 12 月 8 日，陈伟

华给远在南昌“蹲点”的陈云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

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

情给她写了回信，要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

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为了使女儿了

解国内外形势，他要求女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

起来，每天都要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

报》。为了使女儿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女儿看中国近

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陈云在信中还告诉女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 10

本到 15 本就可以了。”这封信使陈伟华明确了学习的方

向，也明白了学习的方法。
如何做好人？关键的一点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在

普通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工作。据陈伟华回忆：1977 年

还在农村工作的她，准备参加高考时，想让妈妈在北师

大的朋友帮助问问复习有什么范围没有。于若木回信告

诉她，你爸爸说了这叫“走后门”……1978 年她考入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

机关工作。“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

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

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

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

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
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

情谊，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 1985 年回到了

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北师大实验中

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陈云知道后，非常高兴，专门

把她叫到身边，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在陈云看来，孩子既是家庭成员，也是革命队伍的

一分子。因而，不论是自家儿女，还是其他烈士遗孤，他

总是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陈云有一位在他 1927 年组织小蒸地区农民秋收暴

动时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两人的革命感情十分深厚。后

来，这位同志的孩子陈恺悌因家庭经济问题不能上学，

陈云得知此事后，当即把他接到北京来，让他住在家里，

并送去上学。1949 年 6 月 19 日，革命胜利前夕，陈云在

给恺悌的信中特别强调：“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

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即

廖霓云，陈云的表弟）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

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

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

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

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

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

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
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在这封信中，陈云对干部子弟

的挚爱和严格要求跃然纸上，令人钦佩。
34 年后的 1983 年 2 月 13 日，癸亥新年，78 岁的陈

云惦记着革命烈士的后人，专门把瞿秋白、蔡和森、罗亦

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革命烈士的子女叫

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一起欢度春节，期间他讲了一番意

味深长的话：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

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

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你们的父亲都

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

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

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

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

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

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

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间有

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

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

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

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

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

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品读陈云的家风故事，使人感慨良多。只有家风正、

家风清、家风严，才能党风正、党风清、党风严，进而形成

“气正山河壮，政廉日月春”的政治生态环境，最终形成

天朗气清、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和精神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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