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泽民：母校情深同窗谊长

“江学长回来了”
卸任后，江泽民回到了他做过市长、市

委书记的上海。他居住的公寓距离母校上
海交通大学咫尺之遥，但等到交大学生张
鑫在校园里见到这位传奇学长，已是 3年
之后的事情了。

今年 4月 6日，上海交大迎来 110周
年校庆，巧合的是，此次江泽民造访母校恰
好是第 11次。这半年来，他极少公开露面，
上一次还是去年 12月在恩师、上海市前市
长汪道涵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张鑫记得，来交大那天江学长穿了一
身西装，配着一条鲜红的领带。在激动地叫
出“首长好”后，她又加了一句：“老师好！”
江泽民会心地笑了。

这是一次轻松的到访。在参观后的 10
分钟演讲前，江泽民取下手表放在身旁，说
了一番不无幽默的开场白：“今天给我 10
分钟的时间讲话。我已经整整 80岁了，不
像你们学数学、学 computerscience的，对时
间估算得这么准确。”

会场一片笑声。“我当时几乎忘了他是
一位国家前领导人！”张鑫说。
“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

2004年底，江泽民约了旧日同窗余力
相聚。

这次同窗小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
江泽民还将当日的读书笔记赠予老同学。

在三个多小时的会面里，江泽民回忆
起自己 13年前进京赴任时的情景。“他说，
自己去北京不容易，需要坐一辆普通的大
众桑塔纳才到得了，”余力记得老同学如释
重负的表情，“13年，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妹妹江泽慧曾建议哥哥退休后把自己
的东西整理一下，但江泽民兴趣广泛，他爱
好古典音乐，喜欢阅读，更痴迷京剧，妹妹
说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整理旧故。
《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曾评价，退休

后的江泽民，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用
不着演讲和著书立说，只须轻轻拿起电话
筒即可。但做过中国“最大的官”的江泽民
自己却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虽然头发稀疏了些，但依然乌黑，整齐
地向后梳着，看起来精神矍铄，体重也减轻
了一些。“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江
泽民说。他的老同学认为，这些应归功于游
泳健身的时间多了。

养生之道，也是当日同窗聚会相聊甚
欢的话题，余力将自己自创的养生歌《我要
笑》唱给老同学听，“我要笑，我爱笑，我也
喜欢笑，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个
痛快吧，不要苦着面孔，不要皱着眉头
……”江泽民则静心记录，频频颔首。

朱镕基：风格依旧低调做人

拉琴的水平提高了
朱镕基自从 2003年人代会上卸去总

理职务之后，就很少公开露面。
2004年 12月 7日，他出席了一个仪式，

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描述。这次仪式的
主角是朱镕基，德国中小企业联盟在北京凯
宾斯基饭店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

朱镕基说，“去年（2003年）3月份我从
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从此以后，我几乎没

有在公众场合和电视媒体上露面。只有一
次，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 100周年诞辰的
纪念活动。这次是第二次。”

欧洲中小企业奖每 5年颁发一次，由
欧洲中小企业联盟（EUMN）和德国中小企
业联盟评审委员会确定受奖人。在朱镕基
之前，只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获此荣誉。
朱镕基描述了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在

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
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
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
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
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
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基赞》被悄然取下
自 2003年卸任总理至今，福州之行是

朱镕基极少几次的公开露面之一。其间，他
深居简出。
《中华诗词》杂志副主编欧阳鹤是朱镕基

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欧阳鹤告诉记者，“他
退下来后，精神好了许多，看看书，唱唱京戏，
偶尔外出走走，但讲原则的劲儿一点没消。”

2004年 11月 28日，欧阳鹤和老同学
宣祥鎏去北京西山的国务院疗养院看望老
同学，并代表中华诗词协会邀请其担任名
誉主席。朱镕基修书一封婉拒。

另一件是“先斩后奏”的事，欧阳鹤写
了一首长诗《基赞》，印成了书法卷册，正好
湖南常德当地搞了个“诗墙”，未经朱镕基
允许，老同学擅作主张将长诗镌刻上墙。
“他一听就不高兴，说这样影响不好。”没过
多久，常德“诗墙”上的《基赞》被悄然取下。

他的堂兄朱天池写有《朱镕基传》，
2004年专程到上海想请堂弟过目，结果连
面都没见上，时至今日，朱天池老人也未能
如愿，他对记者说，“暂时不想出版了”。

至于题词，欧阳鹤每每受人之托，延请
朱镕基动笔，每每落空，“即便是一些比较
重要的题词，比如湖南方面为纪念黄兴出
了本《黄兴传》请他题写书名，也没成功。”
但他的堂兄朱经冶 90岁大寿时，接到了堂
弟的两副贺联，一联为“诚信传家经风雨，
廉洁从公冶新人”，另一联为“儿孙满堂万
事足，夫妻偕老百年欢”。

李鹏：勤写日记捐款助教

母亲送他到延安
2003年 1月 21日的李鹏，已经从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两个月后，他也卸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人民日
报》这一天发表了他写的《纪念我的母亲赵
君陶》一文。

在文章中，李鹏写到母亲对自己人生

经历的影响。1941年，在他 13岁的时候，母
亲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使我
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

一次捐款 300万
李鹏从 2004年到 2006年，出版了 4

部日记体回忆著作，李鹏的第四本著作是
今年 1月 8日出版的《立法与监督—————
李鹏人大日记》。此书的编辑赵之援曾对媒
体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人怀疑，李鹏这么
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
了，当时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
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据报道，这位编辑曾到家中拜访已经
退休的李鹏。他回忆，“他非常的聪明，记忆
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

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
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
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赵之援说，
“他今年 77岁了，但是对电脑很熟悉，还用
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然后传到计算机上，
再打印出来，很熟练。”
“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

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
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该书的另一名
责任编辑吕仙说。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

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
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
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
李鹏一次性将 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

李瑞环：学用哲学遗嘱感人

学用哲学改京剧
退休后，李瑞环最令公众关注的事情之

一是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学哲学用哲学》。
书中收录了李瑞环 1981年以来在天津

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记录了
李瑞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

李瑞环在书中总结道：“学懂了哲学，
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
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
路、给你办法。”

与江泽民和朱镕基爱好弹唱不同，他更
醉心于京剧曲目的改编。在他的促成下，历
时 17年之久的《中国京剧音像集萃》特辑于
2003年底首发，其中收入了他亲自修订的 4
部戏：《西厢记》、《金断雷》、《刘兰芝》和《楚
宫恨》。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评价这一特辑
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一份清醒的遗嘱
今年 4月，李瑞环 10年助学的故事始

为人知。《天津日报》报道说，李瑞环 10年
间拿出个人资产 53.3万元，以“一位老共产
党员”的名义，资助了 148名贫困大学生。
今年又捐出一笔稿费，委托天津市教委今
后 3年内每年再资助 100名贫困大学生。

在受助同学的强烈要求下，2004年 10
月 21日，李瑞环与部分受助大学生进行了
一场座谈。

会上，李瑞环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也解
释了资助学生的原因：“我是天津宝坻人，农
村的，家境很穷，弟兄姐妹 7人，上不起学，
小学毕业后经常去做农活儿。17岁去北京
前，种地、赶车等我都做过，12岁开始织布，
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
戚、邻居的书我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看。”

1998年，他甚至郑重地把一封遗嘱信
转交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信中说，他身后
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
的东西，统统变现资助天津贫困学生。
老部下方放不禁问他：“你才 60多岁，

身体又非常好，急着立遗嘱干什么？”
李瑞环说：“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

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
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
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如实记录在案。”

李岚清：传播音乐读书写书

李岚清自从 2003年初之后，也开始了
他的退休生活。从媒体公开报道看，他写了
两本书，一本是《李岚清教育访谈》，回忆任
职时的经历；另一本是《李岚清音乐笔谈》，
做音乐知识的普及。他把稿费全部捐给复
旦大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他对音乐的普及不遗余力。从 2005年
开始，他在国内各个高校演讲，告诉中国的
年轻学生，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能不懂得
享受音乐。他甚至用了一个极端的说法：一
个现代大学生，如果连肖邦都不知道，不能
算高素质的大学生。

有人评价说，他是一个音乐“发烧友”。
甚至说，他对音乐价值的传播具有“传教
士”精神。

他的演讲足迹遍及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
川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谈论音乐与人
生，有时往往三四个钟头还意犹未尽。
他的讲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而年轻人却经常忘记他曾经是一位政治
家，而他也愿意和别人达成新的关系模式。
他和音乐界的很多人是朋友，他说，“他们
把我当作朋友、他们中的一员和知音，并不
感到我是他们的领导，这一点我很高兴。”
他还喜欢另一种古代文人的爱好———

篆刻。他将篆刻和音乐结合起来，给心目中
的“乐仙”莫扎特刻了一方印。约翰·施特
劳斯，被世人称为“圆舞曲之王”，他也给这
个奥地利音乐家刻了一个“王印”：“圆舞曲
之王印”。他是这些音乐家的崇拜者。
李岚清说，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可以用 8

个字概括：健身、健脑、读书、写书。健身排
在首位，他说自己有 20年网球球龄，游泳
最长纪录是 5000米。他说，健身的好处是
“自己不受罪，家人不受累。减少医药费，有
利全社会。”(摘自《南方周末》)（注：《南方周
末》记者在文中表示，遗憾的是尉健行的相
关信息较为匮乏，此次只能付之阙如了。）

江泽民等老常委的卸任生活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这些都是中国百姓十分

熟悉的名字。他们是前任国家领导人，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在任时的一言一行，曾关乎国家走向。他们卸任之后在做什么？他

们的近况如何？爱好什么？是否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退隐生
活？是否也像平常老人那样含饴弄孙，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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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穿着黑色西服，看上去比他 2002年就任国
家主席时放松许多。他神色愉快，从不失态。在西雅图，他
对比尔·盖茨说：‘我每天都在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在
华盛顿，他更像一个强硬但开放的领导人。在耶鲁，他用
诗歌般的语言说中国的发展依赖人民，也服务于人民。”

美联社的一篇文章用上述几句话概括了中国国家
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

戴上棒球帽的胡锦涛给公众和媒体以惊喜。带有波
音标志的棒球帽，是波音公司员工代表向胡锦涛赠送的礼
物。当时，胡锦涛笑着接过帽子，就把帽子戴在头上，并拥
抱这位员工代表。此时，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总装厂里，
约有 5000名波音员工以及来宾，都“哗哗”鼓起掌来。
《纽约时报》评论说，胡锦涛对波音公司很熟悉，他

能脱口而出波音飞机过去几年的销量以及目前的订单

量，中国目前使用的波音飞机数量。“波音在中国家喻户
晓，”胡锦涛说，“中国人只要坐飞机，多半是波音飞机。
我这次来美国，很高兴坐的就是波音飞机。”

英国的《金融时报》评论，胡锦涛访美首站放弃了传
统访问必先光顾首都，而选择波音公司、微软公司和星
巴克咖啡所在的西雅图，让观察家们察觉到其微妙含
义。“胡主席和比尔·盖茨以及其他商界领袖晚饭的时
间，超过了他和布仕总统在白宫会谈时间。”在比尔·盖
茨家做客时自称是“微软之友”，每晚都和微软的视窗软
件打交道。

而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一开始就说，“如果
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耶鲁的学生表示，以前以为中国国家主席很严肃，结果
发现他也有风趣幽默的一面。 （摘自《南方周末》）

“他更像一个强硬但开放的领导人”

西 方 媒 体 眼 中 的 胡 锦 涛

4 月 21 日至 24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重庆考察工作。
他深入企业、农村，走
访社区，来到田间地
头，并与干部群众座
谈，就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及三峡库区移民
工作进行深入调查研
究。
沿着长江岸边蜿

蜒起伏的山路，驱车
一个多小时，温家宝
来到了南沱镇睦和
村。宁静的小山村因
为总理的到来热闹起
来。温家宝走进群众
中间，亲切地询问，移
民安置补偿是否落

实，住房是否有所改善，
看病有没有保障，孩子
上学是否还要交钱？温
家宝对村民们说：“你们
生活好，我才能安心。”
重庆是农村人口比

重最大的直辖市，农村
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
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
江北区光大奶牛科技园
养殖基地。在企业留言
簿上，温家宝写道：“我
有一个梦，让每个中国
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
能喝上一斤奶。”他语重
心长地对企业负责人
说：“希望你们能让我梦
想成真。”
（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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