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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2月26日下午，淮安区周恩来文化研究会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客人——乒乓球前世界冠军郑敏之。虽历经岁月沉淀，
但这位昔日在乒坛上叱咤风云的健将，如今依旧精神矍铄，
风采丝毫不减当年。

我们有幸对她进行了一次专访，一同走进她充满传奇色
彩的乒乓人生，聆听她与周总理之间那段鲜为人知却又感人
至深的故事。

初露锋芒，为祖国荣誉而战

回忆起自己的乒乓球生涯起点，八十岁高龄的郑敏之眼
中闪烁着光芒，她说小时候就是单纯的热爱，拿着球拍在球
台前就感到无比快乐，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冠

军。
1961年，郑敏之在全国比赛

中战胜了世界冠军丘钟惠，这无疑
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让她开始崭露头角。1963年她
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第27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就与张燮林合作打
败了当时的世界混双冠军——日
本选手荻村一智郎和松崎君代。
郑敏之谦虚地说，当时自己年轻，
就是拼尽全力去打，和队友配合默
契，才取得了胜利。

1965年，是郑敏之职业生涯
的高光时刻之一。她与林慧卿、李
赫男组成的中国女队战胜日本队，
首次捧得考比伦杯，让世界见证了
中国乒乓球的崛起。1971年，她
与林慧卿在第31届日本名古屋世
乒赛上获得女双冠军。她感慨地
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胜利，而是
团体的胜利，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
股劲，想要为国家争光，团队的凝
聚力和拼搏精神让我们成功实现
了突破。

“唯有不懈努力，方能不负祖
国的期望。”那时的她心中只有一
个信念。她说国家给予了她们极
大的支持，特意从日本聘请了教练，每日的训练从未间断。
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温馨的画面：练球间隙，她匆匆跑
去捡球，周总理见状，亲切地提醒：“别跑，别跑，小心摔倒
了。”这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让郑敏之深切感受到
了来自祖国的关爱与温暖，也成为激励她不断前行的强大动
力。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这届世乒赛
意义非凡，小小乒乓球带动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郑敏之
有幸成为乒乓外交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之一。当年的五一劳
动节，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从世乒赛归来的
国乒队员们，并邀请他们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

小球震动地球，见证历史时刻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但郑敏之回忆起那晚
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的场景，依旧激动不已。“在天安门
城楼上，陪着毛主席向前走的周恩来总理突然叫我的名字，

‘郑敏之！郑敏之！’叫了好几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总理在
叫我。他在人群中找到我，把我一下拉出来，带到毛主席的
面前介绍说，‘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郑敏之，他们刚刚从31届
世乒赛回来’。”毛主席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们，谢
谢你们。”后来，邓颖超还搂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们的
小球震动了地球啊。”

“当时我还年轻，还不知道‘小球震动地球’的含义，也不
知道世界要开始变化了。”郑敏之感慨地说，“我只是一个普
通人，一个普通的运动员。虽然当时刚刚拿了冠军，但也是
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获得的，并没有什么了不
起。所以我觉得能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一定有更深层

次的原因。”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正式访华。
这一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了美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问
美国的团体，并受到了尼克松的接见，郑敏之就是代表团成
员之一。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不仅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
章，也让乒乓球成为了连接世界的友谊桥梁。

总理嘱咐 铭记一生践行

周恩来与故乡淮安展览室内，一幅幅展示周总理与故乡
淮安千丝万缕渊源的史料照片，郑敏之看得认真仔细，久久
驻足，沉浸在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与无限敬仰之中。她动情
地说：“周总理付出的爱最多，得到人民的爱也最多。我家里
放了很多周总理的照片，看到照片就会想起周总理对我的教
诲”。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日常办公与生活的地方，那里有
一张乒乓球桌，是他工作之余放松身心的场所。一次，周总
理听闻郑敏之在京，便邀请她到西花厅打乒乓球。郑敏之怀
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赴约，走进西花厅，看到和蔼可亲的周
总理，紧张感顿时消散。两人你来我往，小小的乒乓球在球
桌上跳跃，“乒乒乓乓”的击球声在房间里回荡。打球间隙，
周总理询问她训练和生活的情况，鼓励她继续努力，为国家
赢得更多荣誉。

“总理是一个对待每个人都很真诚的人，他的眼神能让
你觉得他是在用心看你，同时还让你不觉得拘束。”在郑敏之
心中，周总理是个可亲可敬的人。周总理殷切希望运动员退
役后仍能为社会贡献力量，做有意义之事。这些嘱咐，郑敏
之一字一句都铭刻于心。

退役后的郑敏之，依然活跃在乒乓球领域，为乒乓球事
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创办了敏之体育文化交流
中心，资助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敏之杯”中小学乒乓球锦标
赛自1994年举办第一届后，每年举行。她还组织了“乒爱
心”义工队，毎周去教自闭症孩童打乒乓球。在这支义工队
中，郑敏之让每个人都写下一句自己的座右铭，她给自己写
的是“爱与奉献”，“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她说。

“我想他，真的很想他，感觉周总理就活生生地在我面
前。”采访中郑敏之哽咽着，思念之情难以抑制。2008年周总
理诞辰110周年，她参与淮安的纪念活动，指导少儿乒乓球训
练。如今虽已80岁高龄，她仍怀揣心愿，渴望为周总理家乡
贡献力量。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7周年之际，在周
恩来红军小学举办“敏之杯”乒乓球联谊赛。郑敏之说：“我
们乒乓人，没有忘记老一辈的谆谆教导。”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
“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
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
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孔子对“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
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
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
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
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
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
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
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
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
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
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
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
前，他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大江歌罢掉头东，邃
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
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
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
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
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
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
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
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
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
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
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
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
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
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
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
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
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
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
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
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浙江绍兴动员
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
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
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
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
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
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
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
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
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

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
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
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
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1927年 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
变。当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的周恩来亦不幸被捕。如遭遇不测，后果不堪
设想。在这关键时刻，是一位名叫鲍靖中的黄
埔军校毕业生挺身而出救了他。

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
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的周
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
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
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
形势已万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反
革命逆流即将出现。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
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
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但
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
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
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
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
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
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
体问题，斯烈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他是
别有企图，有意在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
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
乃是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
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别忙着走，刚才
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周恩来厉声
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

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

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
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
护。”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
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他义正辞严地
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
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
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
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已被扣留的情况下竟
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周恩来的怒斥下，
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
事”。

12日凌晨，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
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
来误中斯烈所设的圈套，只身一人前往第二师
司令部“谈判”并被扣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
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
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
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
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
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
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
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
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
险为夷，逃过一劫。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
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
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
该大楼占领。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
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
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
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
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二
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
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
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
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
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一间临时小屋
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黄
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
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
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
东征时，他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
校教导团，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
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
提拔为营长。1927年 3月下旬，何
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到达上海，

鲍靖中又被提拔为中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

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
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
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
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
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
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
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
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
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
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
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
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
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
些惊恐。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
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
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地
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于是他们一行迅速
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
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鲍靖中曾在国民党第二十
军团任副师长，后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胜利
后闲居南京。1950年夏，周恩来总理到南京视
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
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的下落。1956年，
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周恩来陪苏加诺总
统到南京参观时，终于如愿以偿与鲍靖中取得
联系，他写了一封信给鲍靖中，致以感谢和问
候。一年后，周总理再次来到南京，特地看望了
鲍靖中，并关照市政府领导照顾鲍靖中的起
居。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

重温乒乓岁月重温乒乓岁月 铭记总理嘱咐铭记总理嘱咐
——访乒乓名将郑敏之

谈谈 天天

1971年，郑敏之在第31届世乒赛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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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政变周恩来是如何被捕的？
闻 宁

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机关所在地——上海总工会

周总理与郑敏之在中南海西花厅打乒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