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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平祖坟给生产队种庄稼

在新中国的国家

领导人中，周恩来显然

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一

生不相信迷信。在移

风易俗方面进行得最

彻底，特别对祖坟和风

水 什 么 的 ，看 得 尤 其

淡，相当低调。尽管如

此，周家祖坟仍有很多

话题可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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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今天，万冬儿的

尸骨已失落——这里面有一

段令人感叹不已、唏嘘不已

的秘闻。

原来，1965 年平坟时，

在现场指挥的淮安县官员

觉得把国家总理生母的坟

平掉，实在于心不忍，万一

将来形势有什么变化，他不

好交代。但如果在原地保

留又不行，周恩来也不会同

意，于是在只有两三个人知

道的情况下，秘密将万冬儿

的棺材移走，异地保护，另

立坟头。

当时万冬儿的楠木棺材

十分完好，几个不明真相的

社员把启出的棺材抬离周家

祖坟地，在东南方向 300 米

之外、名叫“知青小农场”的

地方，重新挖坑下葬。

当地官员这一善良的

举动，如今却成了一桩无

法弥补的遗憾。因为只有

几个人知道“知青小农场”

那个坟是周恩来生母万冬

儿的，时间一长，便被当地

当成无主坟给毁掉了。原

先那里还栽了松树，周围种

些麦子，后来被平整为知青

小农场的篮球场，现在上面

又建起了大楼。当然，也有

村民说此说不成立，万冬儿

墓原不在周家祖茔地，不

存在移走。但下落不明，这

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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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祖茔地曾占半亩地
周家的祖坟位于今淮安

市楚州区东门外闸口村，离

周家老宅子约 2 公里，有半

亩多地大小，后开辟的一条

公路，刚好经过坟地北侧。

当地官方将此路命名为“永

怀路”，意思是“永远怀念周

恩来总理”，路旁边立有“周

恩来祖茔地”石碑一块。

据淮安当地周恩来研究

学者秦九凤介绍，未平掉之

前，周家祖坟上共有七座坟

头，呈月牙状排列，共葬有周

恩来的祖父、祖母、堂祖父

母、嗣父母、生母等13人。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

曾祖父周樵水、周祖水兄弟

俩买下了位于淮安城内驸马

巷的宅子后，另购了此块坟

地。但周樵水、周祖水并未

葬于此地，死后归葬于绍兴

城外凰狮子山。

这块坟地上的第一位

长眠者，是周恩来的祖父周

骏龙。

周骏龙后易名为周攀

龙，字云门，25岁时即在淮安

府做刑名师爷。先后在苏北

淮安府辖区内的安东（今涟水

县）、阜宁、桃源（今泗阳县）等

县，任过知县，最大官做到海

州（今连云港市）知州。

平掉祖坟给生产队种庄稼
一位当年参加平坟的夏

姓村民已七十多岁了。 据

夏姓村民讲述，周恩来平祖

坟的日子选得让人意外，特

别怪，在1965年春节前一天，

即农历除夕，别人家忙过年，

周恩来忙平祖坟。当时还是

生产队编制，社员接到大队

干部的平坟通知后，觉得十

分突然。因为过年了，生产

队已不再上工。

听说要平掉周总理的祖

坟，当地人都不敢干，也不愿

干。特别是听说要将周恩来

先人的棺木降下深埋，不少

社员都想不通。当地人迷

信，“降棺”谐音“降官”，“我

们还希望周恩来升官呢，怎

么能降官？”

在平坟的前一天，周恩

来的侄媳孙桂云到祖坟地所

在的闸口大队队部，传达了

周恩来对祖坟的处理意见：

把坟地上的松树给生产队绿

化，土地让出来给生产队种

庄稼，要深埋，深埋了才可以

在上面用拖拉机耕种。

这天的天气特别冷，寒

风刺骨，天空布满阴云。当时

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的28名

青壮男劳力齐集周家的祖茔

地，从一大早开始挖坟、起棺。

除周恩来的侄媳孙桂

云外，侄儿周尔萃和当时淮

安县一名王姓副县长也来

到坟地。

万冬儿死后28年才入土
周恩来的生母名叫万冬

儿（娘家称“十二姑”），于

1907年夏天在清江浦病逝，

周恩来当时只有8岁。

万 冬 儿 病 逝 后 并 未

能及时下葬，而是暂厝于

庵 中 ，一 直 拖 到 28 年 后

才入土。

这全因为周恩来外婆张

氏的固执。张氏认为，十二

姑是万府的千金小姐，也是

万老爷生前的掌上明珠，嫁

到周家才10来年就病故了，

一天福都未享过，一定要周

家按知县大老爷千金早故的

规格厚葬，以补偿她的女儿。

周家当时已败落，十分

贫穷，连饭都吃不饱，根本拿

不出那笔钱来。周恩来的生

父周贻能在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把万氏灵柩厝于清江

浦一座庵中，待有钱时再来

安葬。直到1935年，周贻能

在安徽谋到一份好的差事，

攒了一笔钱，回来才将万氏

灵 柩 从 庵 中 抬 出 运 回 归

葬。这时，离万冬儿去世已

28年了。

周恩来祖父坟坑内现“地龙”
天寒地冻，土地十分坚

硬，参加平坟的社员只得用

铁锛掘开硬土。一直挖到上

午十点，才将 7 座坟挖开，7

座坟内共有13口棺材。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平

坟实行承包制，四五个人一

组，每组负责平一座坟，哪组

先处置好，哪组先回家过

年。方法是先把坟头挖开，

再将棺抬上来，原坑深掘一

米五，再将棺材放下去深埋，

不留坟头。

当时挖起的棺材顶头，

有红漆写的字，记录了死者

的姓名、出生和逝世的年月

日。但因为当时大家忙于深

埋，也未考虑留下点历史资

料，无人留意死者的姓名。

周恩来祖父周骏龙的

坟墓最难处置，周骏龙生前

娶有一妻一妾，坟内葬有三

口大棺材。中间那口是周

骏龙本人的，棺材特别沉特

别大，试着两次都没能把棺

抬起，粗大的耙杆和木棍都

弄断了。最后还是周尔萃

去了当地的供电局，借来铁

葫芦（当地语，一种能吊重

物的滑轮），才将棺材吊离

原位。

周骏龙棺材起上来后，

一条青蛇盘在棺坑内。这当

然是巧合，但是当地有一种

迷信说法，棺坑内如果出现

“地龙”，表明风水好。当时

平坟的村民都觉得惊讶，不

敢碰这条蛇，视之为神灵。

事后，参加平坟的社员

每人领到了1元人民币的“辛

苦费”。这笔钱是周恩来委

托其办公室工作人员寄到淮

安的，连同青苗损失赔偿费，

共计70元。

地方政府建起的怀恩亭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

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

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

征军。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 3

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下面几幅

图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远征军艰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