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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
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
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
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
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
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
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上世纪 50 年代，有段时间母
亲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办公，
父亲作为领导可以配公务车上班，
母亲作为普通职员只能坐公交车
上班，我记得母亲的包里总是有大
把的公交车票。

我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
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
帮别人办私事。这对我来说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妹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
苦，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她，提出想
请父亲为学校题词，他们愿意出4
万美金酬谢。4万美金是一笔天文
数字，但我妹妹拒绝了，因为父亲
必然会拒绝。

记者：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
子，您没有享受到特权，前途反而
受到“父亲的阻碍”，抱怨过父亲
吗？

万伯翱：北京亚运会后，我凭
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
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
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
他回答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
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
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
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父亲的反对，我妻子一直
没能调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过着
两地分居的生活。有人提出能帮
我妻子调动工作到北京，但是父亲

知道后坚决反对：“在郑州工作不
是很好吗？都调动到北京来，那谁
来做郑州的工作。我的意见是不
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我妻子最
终没能调回北京。

要说心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
的，但现在逐渐能理解父亲了，我
没有享受父亲的任何特权，没有辱
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记者：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
处受到限制，您觉得做万里的儿子
很难吗？

万伯翱：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
呀。父亲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的
限制就越多，我们还不如普通人家
的孩子自由。我有过抱怨，不过也
逐渐能理解父亲，他是按照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
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记者：您觉得您父亲性格中最
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优点是心
中始终牵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缺点吧，作为儿子，从私心
上来讲，我觉得父亲对子女太严格
了，缺少家庭温情。他对子女生活
起居从不过问，他从没去过我们兄
妹5人任何一个小家串过门，可以
说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是非常称
职的，但对子女似乎并不是一个称
职的父亲。我理解他们那一代共
产党人，觉得孩子不仅是家庭的，
也是国家的，可以为了大爱牺牲小
爱吧。

记者：父亲给后辈留下了什么
遗产？

万伯翱：父亲一生清廉，没有
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没有存折，
没有金银玉器，没有房产。但他给
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做一个
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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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子万伯翱：

父亲要求
所有孩子不许经商

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享年99岁。昨天，万里遗体在北京
火化，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治丧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回忆了父亲与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万伯翱说，父亲退休后非常低调，几乎不出席公开活动，没想到他去世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群

众自发到灵堂祭拜，父亲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没有忘记他。
万伯翱18岁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炼，一待就是10年，父亲叮嘱他做一名有文化的农民。万伯

翱说，刚开始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有过抱怨，后来理解了，在风雨中他锻炼成一名作家。
万伯翱说，父亲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有时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有过抱怨和

委屈，所幸家人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记者：您是传记文学作家，
如果来书写父亲的一生，觉得
他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万伯翱：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
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父
亲做到了。父亲去世后，让我
很惊讶的是，全国有这么多人
怀念父亲，我原以为父亲淡出
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
这么大的反响。

记者：自 1993 年从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位置退下来，
老人家就很少公开露面了，大
家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

万伯翱：父亲曾对我说，老
同志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
事，不惹事，让年轻同志放开手
脚干，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
最强有力支持。他给自己定了
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
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

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

但父亲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
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

“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
夫球，每周会打三四次桥牌，两
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
球；“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
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
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亲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
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
和网球。还有一批好朋友，国
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记者：看到过老人家打网
球的照片，那么大岁数身手还
那么矫健。

万伯翱：父亲90多岁还上
场打网球，他最高兴的时候是
打 网 球 赢 了 ，会 开 怀 大 笑 。
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运动
员郑洁和晏紫得了双打铜牌，
父亲非常高兴，拉着两个姑娘
在先农坛网球场一起打球，打
球前，父亲说：“你们可以赢全

世界，但不可以赢我。”弄得两
个世界级运动员不知如何打
球，最后父亲赢了。

记者：老人家真风趣。
万伯翱：这是父亲的玩笑

话，老年人也有童真、要人哄的
一面。他其实知道是对方在让
他，有次他问他的网球陪练“我
们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练
说：“30多年了。”父亲很真诚地
道歉：“很对不起你呀，30多年
没让你赢过球。”

记者：能说说老人家在世
时最后情形是怎样的？

万伯翱：父亲去世前一周，
因为肺炎感染连续多日高烧不
退，在他住院期间，有天我来医
院看他，他告诉护士，“这是我
的大儿子，我儿子来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亲陷入昏迷，之
前医生要给他做血液透析，他
摆手坚决不肯做。他最后是自
己闭上眼睛的，走得比较安详。

记者：有人说您父亲是中国
改革的标杆式人物，您怎么看？

万伯翱：我认为父亲的特
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
叫“万大胆”。上世纪50年代，
父亲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
长，1958年父亲主持修建人民大
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我父亲
承担具体指挥工作。父亲日夜
奋战在工地上，人民大会堂建
成后，父亲回家了，我看到他黑
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
大建筑之一”只用了 10个月就
建成了，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
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我父
亲：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
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
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
学习万里的速度。

记者：您父亲在安徽领导
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他是
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万伯翱：在安徽领导农业
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
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
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一生
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经历是在
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
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
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
村去调研，当他看到农民家徒
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
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
他，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当
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
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
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
暖。1977 年是安徽的大旱年，

过年时，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
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
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
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
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
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 年，极“左”思潮仍然
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
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
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
亲就是大胆，坚持改革。《人民
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
革，父亲不理会。底下的县委
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
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
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
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
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
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
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记者：您眼里的父亲是一
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
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
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
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
我们四个儿子连跟他说话都有
点害怕。但父亲老了以后，就随
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
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
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
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
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
为儿子感到骄傲。”看到信后我
很高兴。

记者：您父亲经常教育您
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自强自立、自食其
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
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
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
意，父亲很坚持。他说，“我就
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
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
中成长。”父亲还叮嘱我，要做
一名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
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
研究植物学、养殖业。你喜欢
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
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
给我一个笔记本，还在首页题
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记者：您到农村一待就是
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会
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

了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
期间发的一床补丁被子，父亲
穿了多年的灰棉袄和 15块钱。
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
泛区农场。要说我刚开始没有
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
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
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让我
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
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
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
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
国青年报》在头版头题以《市委
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
题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
周总理还表扬了我，我很自豪。

【谈父亲退休后的生活：打网球不可以赢他】

【谈父亲的改革历程：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

【谈父亲和我：叮嘱我做一名有文化的农民】

【谈家风：对家人太严格，所有孩子不许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