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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老一辈革命家
如何过春节

史真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

时，举国欢庆，合家团圆，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在这个重

要的节日里，古今名人是如何度过的呢？

张衡：观察天象过春节。世界上最早发明浑天仪、地

动仪的杰出科学家张衡，对天象的研究堪称着了魔，每年

春节他都在观察天象中度过。除夕夜，家人团聚在一起

守岁，张衡则一个人站在室外，冷得瑟瑟发抖地观察天

象。其对天文学的痴迷可见一斑。

王羲之：巧运妙笔续春联。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小住浙

江绍兴时，书法之名已远播。有一年春节，他连写了两副对

联于大门外，均因书法技艺精湛而被人揭走收藏。无奈之

下，他写了一副特别“晦气”的对联：“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才保住了对联。春节那天，王羲之提笔在两副对联下面

分别添了几个字，晦气的对联立马变成了一副吉祥对儿：

“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行人观之，莫不赞叹！

白居易：焚诗求得笔下奇。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过

年时，总是习惯把自己一年来创作的诗作全部抄写一遍，

放在盆里焚香祷告，然后开始烧掉这些诗稿，边焚诗稿边

祷告：“在那边的诗人们，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了，哪些不满

意的，一定要托梦告诉我，我再加以修改！”诗人对诗歌精

益求精的精神，令人折服！

杜甫：境遇坎坷出佳作。诗圣杜甫一生流离颠沛，生

活贫困潦倒。过年时，他唯有借酒消愁。在《杜位宅守

岁》一诗中他真实地写道：“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

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

更拘束？烂醉是生涯。”生不逢时的境遇，令人嗟叹。

王安石：写诗明志改旧制。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刚登

上相位、执行新法初期的除夕，写下了“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

千古绝唱。当时他肩负改革的重任，正是踌躇满志、大力

推行变法之时，这首诗以节日的欢乐气氛来烘托对新一

年的期望，是一首赞颂变法励志改革的激情诗。这首诗

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杰出的诗作之一，千古传颂不衰。

关汉卿：除夕之夜踩高跷。元杂剧《窦娥冤》的作者

关汉卿，过春节时有一个特别的习惯——踩高跷。每年

春节，他都要在院子里踩一通高跷，而且每年的高跷都加

高一点，寓意是“年年更上一层楼”！甚至到了70岁高

龄，春节时还乐此不疲。

张之洞：典当家财过大年。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

洞为官清廉，一生对上不搞贿赂，对下不搞摊派，平素最

恨贪官污吏。过年时，家中没有余资，他就拎着皮箱去当

铺，把身边值钱之物典当换俩过年钱。由于年年如此，当

时社会上便流行一句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

以为常。”其为官处世之道，令人敬佩。

廖仲恺：精打细算过大年。1921年5月，廖仲恺出任

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廖素来精打细算，常说“民国新生，百

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翌年春节前夕，管家

楠伯思忖近年春节一直过得很节俭，连糖果都没敢多买，

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财政部长未免太寒酸。楠伯听说沙

田柚丰收，价钱又便宜，便想买些回来过年。廖仲恺听后

不同意，说过节就将就一下，不买了。夫人何香凝得知，偷

偷让管家去买了一些柑橘。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

龄等前来拜年，见桌上放着大红的橘子，拱手笑道：“大吉

大吉，吉庆满堂，中华大吉，世界大吉！”引来满堂欢笑。当

孙中山得知橘子由来，风趣道：“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

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又赢得一片笑声。

鲁迅：燃放爆竹重年俗。1934年除夕，鲁迅给同在上

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

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初二那天，鲁迅写了一

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对人们过旧历年表

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

劲”，表示了他的赞赏。他自己则是：“我不过旧历年已经

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

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陈寅恪：喝粥过个“骨气年”。1942年春节，困居香港

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一家断粮数日，驻港的日军因慑于陈寅

恪的文名，有心拉拢，送去了面粉，却被陈寅恪断然拒绝。

除夕夜，陈家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分食了一个鸭蛋。作为

一介书生，陈寅恪表现出的气节和操守，让人肃然起敬！

老舍：过年最爱写春联。著名作家老舍素爱中国的

对联艺术，尤其喜爱春联，在过年的时候，老舍曾经多次

写春联，来寄托自己的情怀。老舍还曾经专门写文章称

颂春联的特色，在文章中，他欣喜地写道：“欢度春节，要

贴春联。大红的纸，黑亮的字，分贴门旁，的确增加喜

气。”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就曾多次题写春联，来抒发自己

的情怀，寄托过年时的快乐之情：“吟诗辞旧岁，举杯贺新

年”“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酒热诗歌壮，梅红天地

新”。这些春联明快喜庆，饱含着对生活的深深热爱。

毛泽东
忙碌工作中过春节

毛泽东很多个春节都是在出访或开会
中度过，堪称忙碌工作中过春节的带头人。

1953年春节，毛泽东来到武汉，乘坐
华东海军的长江舰开始了对长江中下游
省市的视察。2月19日正月初六，毛泽东
一行人在军舰上与水利专家一起研究了
南水北调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问题，描绘未
来愿景的两大工程建设在这个春节孕育。

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三天
三夜乘风破浪，在每个停泊口岸都邀请当
地省市负责同志共同研究经济建设问题，
规划和领导长江流域建设宏图。他还走
进水兵生活与他们日夜交谈，为人民海军
的建设集思广益。

1962年1月11日腊月初六，毛泽东主
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
会”，一开场就提议，与会人员“集体在北
京过一个春节”，果然，会议持续到2月7
日正月初三才闭幕。

即使难得在家过年，毛泽东的年夜饭
也十分简单。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过紧
日子，“约法三章”，提出不吃肉、不吃蛋、
吃粮不超定量，与人民同甘共苦。他不仅
主动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还叫厨师不准
做肉菜，有几次年夜饭，他甚至吩咐把中
午的剩菜端上来。

一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20余年的
警卫员回忆说：“主席的年过得很简单。
他很少有时间出来娱乐，极喜欢看书，只
要有时间就看很多书。过年对于他来说
与平时没啥两样。”

周恩来
外交出访度新春

在26年的总理任上，周恩来倾尽心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春节除日常埋头工作外，周恩来多是
在繁忙中度过。

在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苏后，周恩来
也随之赴苏，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于
1950年2月15日腊月二十九，同苏方共同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夕，周
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斯大林举行的盛大
宴会。大年初一，起草和毛泽东联名致刘
少奇的电报，就土地改革有关问题作出批
复。晚上6点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
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并题词：“艰
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同毛泽东登上
专列回国，入国境已是正月初十。

为让世界上更多国家了解中国并缔
结友好关系，周恩来春节出访的步履匆
匆、频繁而坚定：1957年1月至2月（1月31
日是大年初一）出国访问苏联、波兰、匈牙
利、阿富汗、尼泊尔、印度、锡兰（今斯里兰
卡）；1958年2月14日到21日（2月18日是
大年初一）率团访问朝鲜；1959年 1月24

日至2月9日（2月8日是大年初一）率中共代
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1960年春节期间，缅甸领导人奈温来华
商讨两国边界问题。1月27日除夕，会谈后
周恩来在帅府园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奈温一
行。大年初一，二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关
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上签字，友好解决了中缅
边界问题。

1963年年底至1964年初春，周恩来率团
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
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
锡兰等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间正值春节，根据
党中央建议他们先回昆明、节后再访的建议，
停留成都待命。他们参观杜甫草堂时，周恩
来亲自查点人数，要警卫员统一买票入园，不
搞特殊。2月13日初一这天，他致电党中央
和毛泽东：“明日即将首途访亚洲三国，3月1
日回国。”14日，周恩来应邀访缅。

1972年2月21日正月初七，在北京东郊
机场，周恩来伸手紧握尼克松手时，意味深长
地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
正月初八，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会谈，讨论中美
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元宵节
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中美两国签订的《联
合公报》。

刘少奇
座谈会见中过新年

刘少奇的很多个春节也是在为祖国繁荣
和人民幸福孜孜以求奋斗不息中度过的。

1953年2月15日正月初二，刘少奇召集
有关负责同志研究贯彻《婚姻法》的问题；正
月初五，又为党中央批转团中央书记处关于
青年团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并对青年团工作
做出要求和安排。

1955年1月24日大年初一，刘少奇出席党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忙着商讨议定有关问题。

自1955年年底，为召开党的八大做准备，
刘少奇连续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负
责人座谈，听取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意见和见
解，因此，他1956年的春节充实又忙碌……

1959年 2月4日腊月二十七，刘少奇听
取轻工业部相关同志汇报1959年计划安排
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次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106次会议。正月初二，他同邓
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在莫斯科参加完苏共第二
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周恩来，及同机来
华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印
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
高士。这天，他繁忙国事之余还出席了共青
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举办
的少先队辅导员春节联欢会。

初三，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越南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等人。随后十几天，
他又相继会见印度、智利、美国、日本等国客人。

1960年1月28日大年初一，他同周恩来
等会见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奈温，并出席中缅
两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缅友
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

1963年1月26日大年初二，他和邓小平
等一起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春节联
欢晚会，当天还接见了丁颖、竺可桢等100多
位著名科学家，并向科学家致以节日问候。

朱德
视察调研中过大年

朱德的春节，不是在国内外出访或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中商讨国家大事，就是在深入
基层调研中度过。

1950年2月15日除夕前一天，朱德出席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庆祝晚宴并发
表讲话。春节期间，他出席全国电业会议、中
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1951年春节期间，朱德参加为期5天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酒会和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会议，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报告。

1952年1月26日除夕，作为首任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致信毛泽东，对纪检
工作提出建议：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
检工作的领导；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
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
员会合署办公。这些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和支持，进而奠定了新中国党的纪检和监察
系统的基本运行模式。

1953年2月12日春节前两天，他仍在参
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1953
年国家预算报告。

1954年春节前后，为响应党的号召加强
党内高层团结，朱德找了很多领导同志谈话，
接着出席正月初四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

1956年的春节，朱德在出访途中度过。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他率团先后访问罗
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
伐克和波兰，接着赴苏联出席苏共二十大，最
后在回国途中还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朱德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优
良作风，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研、体察民情民
意。因此，他的春节很多时候是在各地开展
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中度过的。每次外出视察
工作回来，朱德总是不顾旅途劳顿认真写出
调查报告，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
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据不完
全统计，现存其调查报告有100余篇。这些
报告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朱德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1955年开始，朱德有8个春节都在广
州度过。其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

铺开，毛泽东越来越重视调查研究，朱德积极
响应毛主席号召，率先垂范自觉利用春节假
期，深入南方各省市农村、工厂一线搞调研，
及时向党中央反映他深入基层看到听到的真
实情况，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合理建议。他提
出了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注意发展手
工业的观点，并从我国实际特点出发，提出要
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的
主张，认为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
才能快速发展，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径
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春节前后，朱德视察华东、中南
以及贵州、河北等13个地区和省份；1966年1
月至3月，80岁高龄的朱德依然到山东、江
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从中获取供资
政理国参考使用的实际情况。

邓小平
考察谋划中过春节

邓小平心系国家富强、人民福祉，公而忘
私，殚精竭虑，他的春节同样是在考察调研、
思考谋划决策大政方针中度过的。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
应邀访美。1月 28日正月初一出发，2月 5
日，邓小平结束访问离开美国。

1983年 2月6日腊月二十四，邓小平到
江苏省苏州、浙江省杭州实地调研。正月初
一上午，他与彭真参加了浙江省暨杭州市春
节团拜活动，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军民
代表近500人共庆佳节，观看了文艺演出。
演毕，邓小平又上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致以
节日问候并合影留念。

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离京赴中国改
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在视察工作和深思相
关决策中度过这年春节。改革开放几年来，
广东经济发展迅速，但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
也引发激烈争论。他要亲自去特区看一看，
足迹遍及深圳、广州。

1月24日，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深圳
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深圳新城
区，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说：“都看清楚
了。”翌日，他来到深圳河畔的小渔村，和当地
渔民拉起家常，并亲自到渔民家考察。1月
26日，邓小平为特区的争论题词一锤定音：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
的政策是正确的。”

2月1日除夕，邓小平和老战友王震、杨
尚昆在广州过年，出席广东省委、省政府举行
的春节联欢晚会，同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春
节。正月初六，邓小平赴厦门特区继续考察，
所见所闻令他欣喜，于是再次题词：“把经济
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返京后他找几位中
央领导人谈话，将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
市纳入开放范围。

1985年春节，邓小平再次南下广东，正
月初三、初四分别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
和马万祺。这次露面显示了他对改革开放路
线的坚定支持。

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
过春节，关心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考和启
动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棋盘中浦东开发这步重
要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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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本是休闲团聚的日子，可老一辈革命家如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却或外出视察慰问，或忙于开

会、处理党务国事等，日理万机永远是他们春节的主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