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范：老一辈革命家的保密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家风好，才能家道兴盛、

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同时指出，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这里，我们和读者一起追忆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保密家风养成方

面的小故事。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注重家

风养成教育，在保密方面尤甚。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

设时期，他们都始终带头遵守保密纪律，把严防家属、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泄密作为一条严肃的保密纪律来抓，以坚定的党性观

念和高度的责任意识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 

保密已成习惯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既是党的保密工作创始人，

更是遵守保密纪律的典范，即使面对自己的亲密爱人兼战友，也

能做到严守保密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在上海茂名北路 120 弄 7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内，保存着一

张特殊的“全家福”照片，这是杨开慧 1924 年在沪期间，和长



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的合照，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留存的“全家

福”。这张没有毛泽东的“全家福”，生动诠释了毛泽东严守党

的保密纪律的红色家风，也体现了他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的合照 



1924年，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与时任中

央秘书的毛泽东团聚，这是一家人难得的天伦时光。杨开慧一直

有个心愿，那就是家人团聚时拍一张全家福，把自己和挚爱的人

最幸福美好的模样永远留存。杨开慧抵达上海后，一家人和蔡和

森、向警予夫妇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甲秀里 318号（今茂名北路

120 弄 7号）一处石库门老房子里。当晚，时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向警予就向杨开慧传达了中央对党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立下的

规矩：“不许随便上街，不许随便会客，不许随便串门，尤其是

不能与中央领导人随便拍摄合影，以免暴露身份，泄露党的秘

密。”虽然拍一张有毛泽东的全家福是杨开慧多年的心愿，但为

遵守党的保密纪律，毛泽东和杨开慧决定“小家心愿”服从“大

家安排”。直到 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杀害牺牲，毛泽东也未能

满足妻子的心愿，这也成为一代伟人心中永远的痛楚和遗憾。 

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一直是严守保密纪律的典范。邓颖

超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中，深情回忆了周恩

来同志为党的事业保守秘密的崇高品格，同时也披露了他们相互

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的生死

相约。邓颖超在文中记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严守保密纪律的

细节：“七月十九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

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

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

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和邓颖超 



新中国成立后，在关系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事项上，周恩来

更为注意保密。邓颖超回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时，他也

向我保密……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

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邓颖超看到有关材料，才知晓内情。 

“小耳朵”在场，就不谈工作的事 

要求家属子女严格执行保密规定，是老一辈革命家注重家风

建设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重要事项上，他

们始终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公事家事分得清清楚楚。 

刘少奇特别注重家风建设，他的秘书刘振德曾经回忆：“一

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召开常委会，他接到通知后，马上来到小

饭厅向正在吃饭的刘少奇报告，说了主席召集常委会的时间、地

点、内容。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光美以及刘少奇的一个孩子。刘

少奇听了会议通知后，只是‘哼’了一声，表情瞬时变得很严肃。” 

事后不久，王光美找到刘振德特意叮嘱他：“以后有‘小耳

朵’（指孩子）在场，我们就不要谈工作上的事情。”王光美还

告诉刘振德：“少奇同志对家庭成员的保密要求是很严格的……

他从来不准孩子们进入我们的办公室，更不准他们接触文件……

有时我们离京开会，或去什么地方干什么事，也不告诉他们，只

留下‘爸妈不在家’的条子。”王光美还说：“这不只是关系到

少奇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行动问

题。敌特情报机关对我们中央领导人的行动踪迹都非常关注，不



惜采用一切手段想得到这些。并不是说孩子们会有意去泄密，而

是说他们年龄小，没有保密观念，又不负这个责任，一旦失密，

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保密问题也非常重视。他在 1979

年 11 月 2日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高级干部

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报告中说道：“‘文化大革命’以前，

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

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

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

重要原因。”他要求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不得阅读机密文件，他自

己在家也从不谈工作，他的办公室更是不允许子女随便进出，展

现出良好的保密家风。 

陈云对子女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大女儿陈伟力的记忆里，父

亲从来不会把国家秘密随便向孩子们透露，也不允许子女随便到

他的房间。“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

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三女儿陈伟

兰也说：“父亲是个坚持原则、遵守纪律的人，他不希望儿女参

与他的工作……不希望我们多问多说。” 

对同志的信任不等于无密可保 

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十分

注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和管理，督促其严守党和国家的

秘密。 



周恩来对身边秘书提出要求：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

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在与秘书交办涉密

事项时，他也严格控制知悉范围。周恩来最后一任秘书纪东曾经

回忆，有一次，总理在车上给他安排一项重要工作时，亲自动手

按动电钮，把司机、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之后才说，

以免无关人员听到。还有一次也是在车上，总理安排纪东电话处

理完一个重要情况，才按动电钮把隔音玻璃降下来，再谈其他工

作。纪东认为，总理这样做，并不是对身边工作人员不信任，在

周总理看来，“对同志的信任不等于无密可保”。 

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处理涉密文件要求也很严格。纪东回

忆：“有时他看到文件上没有我们盖的章，就提醒我们要在文件

上加盖编号。凡重要信件，总理自己写完信封后，发出时还提醒

我们要加上封条……总理外出，在外边批阅了文件，或把我们已

登记的文件转有关部门和领导后，他都认真把文件号写在纸上，

回来后让我们注销。” 

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严格，他的秘书吴振英回忆：

“1953 年 5月间，少奇同志曾专门召集秘书人员开过一次会，

向大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坐得住；二是靠得住；三是不要想

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作为……少奇同志解释说：你们到这儿当秘

书，主要是帮助中央同志工作，每天要看很多文件，这就产生了

一个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再一个，你们看的文件多，知道的



事情多，这就要求你们保守机密，遵守纪律，个人不要随便用内

部材料给报刊写文章……这就是靠得住。” 

1956年，刘振德初到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刘少奇对他明

确“约法三章”。其中，除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等要求外，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守机密。“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

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

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后来，刘少奇还多次强调保密工作的重

要性，反复提醒：“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

看，对谁都是这三句话。” 

严守保密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历来是党的一条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不将党和国家秘密泄露给无关人员，包括自己的父母、

爱人、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是领导干部最起码的政治涵养，也

是我党保密工作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好、继承好、

发扬好这个优良传统和作风，确保党和国家秘密安全，是各级领

导干部的初心所系、使命所系、职责所系。 

 

转载自国家保密局网站： 

http://www.gjbmj.gov.cn/n1/2022/0913/c409093-325250

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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