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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 11 月 11 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

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

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

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

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暝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 1967 年底。此前，同年 1 月 18

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

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

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

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

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

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

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

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



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

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

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

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

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

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

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

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

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

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 

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忍痛含

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

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

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

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

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

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

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

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

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

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

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

都跟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锺书的

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

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

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

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

(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

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

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



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

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

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

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

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 

 

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

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

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

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

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

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

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

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

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

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

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

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

不能。1962 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

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

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

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

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

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

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

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

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

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

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

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

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

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

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

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

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

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

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

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

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 

 

1965年 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

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

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

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

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患难过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

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且

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

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

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

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 

 

1974年 12月 2 日 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

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

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

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

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

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延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

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

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

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

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

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

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顾准的住处只有一

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

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

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 

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

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

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

关系还不如时，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

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 

 

事实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

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

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

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

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

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

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

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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