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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一生担任过许多要职，但也数次提出不
担任多个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从20世纪50年代不愿当中央总书记，到“文革
”结束后不愿当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都充分彰显了一个共产党
人的崇高风范和人格魅力。

不愿当中央总书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中共八大修订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此时
的总书记与中共七大之前不同，中共七大之前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而中共八
大时党的最高领导是中共中央主席。

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
记处主席。”由于中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大都分散在各个战
略区，中共七大设置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既负责决策又负
责执行。而中共八大则改为中央政治局负责决策，中央书记处负责执行中央决策，
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样中央政治局和
书记处就实现了真正分开，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

1954年4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多人。当时，几乎天天开
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一次，毛泽东召集秘书长会议，说得很明确:
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义。毛泽东很赏
识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中央总书记。很明显，毛泽东是要
培养邓小平，他曾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就
是跑跑龙套工作的。”邓小平一向做事比较谨慎，对于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开始
酝酿的时候，他一直是婉拒的。

在酝酿第八届中央领导机构名单时，邓小平表示不愿意做中央总书记，怕“不顺”
。邓小平所说的“不顺”，主要是指担心和刘少奇、周恩来不顺。刘少奇是党内二
把手，是接班人；周恩来是总理。他们俩的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对
此，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他(指邓小平)说不顺
，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
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毛泽东在做邓
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时，风趣地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
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的确在英文中，gene
ral secretary可翻译成秘书长，也可翻译成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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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七大选举的书
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他就坐在会议室门口以防刘少奇找他要文件
。当时，屋内的书记们说话声音很大，他在外面都听得清楚，谈话内容是劝说邓小
平出任中央总书记。当时邓小平的声音也较大，一再谦让推辞：“我不行，我不行
，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
音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随后是周
恩来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
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参会的中央领导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话了：“
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首肯，其他同志也一致表态说
：“定了!定了!”随后，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中央
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当时党的领导体
制下，由于书记处代表中央抓落实，因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归中央书
记处管。

不愿当国务院总理

1952年7月，邓小平从大西南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除了中
间下放江西几年，他一直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直到1980年8月辞去国务院
副总理一职。其间，邓小平多次担任代总理。1952年8月13日，在政务院第148次
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在他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
总理职务。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代理政务院总理。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根据《宪法》规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此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期间，先后5次代行总理职务，主持国务院工
作。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多次参加外事活动，虽是以副总理身份出现
在公开报道中，但其实际身份是代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国务院总
理一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然而
，由于邓小平此时处于被批判的状态，不可能继任总理。后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
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至于邓小平表态不愿意当总理，是
“文革”结束以后的事了。

1978年11月底，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邓小平的两次外事谈话涉及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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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内政治问题。谈话要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两次重要
的外事谈话，是指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
次访华团，以及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的谈话。

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包括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两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邓小平谈了“对毛泽东的评
价问题”“对彭德怀的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
团结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在第三个问题
“驳斥所谓权力之争”中邓小平谈到：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
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
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
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邓小平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提及不愿当总理，背景是针对在中共十一大后海内外对
中共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猜测而表示的。中共十一大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
京举行。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
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根据形势的发展，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
后，在酝酿中央国家机构负责人时，由于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当时
还兼任国务院总理，工作十分繁忙。因此，党内不少同志提议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
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可以接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听到这种声音，首先表
示反对。他认为自己73岁，年龄大了，还是华国锋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比较适当。
最后，中央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
决定华国锋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为副总理。

不愿当中共中央主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废除领导干部职
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当时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重新恢
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邓小平不愿意当中共中央主席
的考虑就源于这样的背景。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
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
顾问委员会，积极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
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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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下半年，党内外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华
国锋犯了严重错误，如热衷于“继承遗志”，坚持“两个凡是”，宣扬个人迷信，
对老干部的解放、使用不积极，对“洋跃进”要负责任等等。尽管当时党内外的舆
论非常复杂，但各方面形成的共识是，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华国锋做过一些有益的工
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时，他也不胜
任军委工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
一下。

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党内外也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甚至连一
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对此，邓小平婉言谢绝，并力排众
议，推荐比较年轻的同志主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
耀邦政绩比较突出，所以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
让”。

胡耀邦在与邓小平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多次谈话中认为，党和国家正
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才干上都
非常卓越的老一辈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扩大会议，在第九次扩大
会议上，胡耀邦还是表示：“几位老同志提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不够格。我也不同意……小平同志曾经说，要当仁不让
。当仁不让我是同意的，但是，当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确的。”在最后一次就此问
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对胡耀邦说：这是组织决定，党员必须服
从!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定：向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
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
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常委会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
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
相宜。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比
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

1981年6月29日下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后，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谈了他的意见：“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
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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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
李先念、陈云4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
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我是在我们
党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
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
、从威望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合适……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
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
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
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不愿当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有毛泽东、刘少奇两人担任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简称“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
人大以后开始设立；1968年至1975年间，由于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迫害致死
，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一度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出任代主席；1975年
通过的《宪法》删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条款，取消此职务；1978年3
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根据该部
宪法的规定，在国家机构的设置问题上，仍然坚持不设置国家主席。但把1954年《
宪法》所规定的由国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职权，如接见外国使节、公布法律和法令、
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等重要职权，改为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行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8年《宪法》的许多方面，同国内外各方面形势的发
展很不适应，需要对《宪法》做比较系统的修改。比如不设国家主席代表国家就有
很多不便，用委员长的名义邀请外国元首来访，对方认为不对等，因为委员长职务
在外国被认为是议长。为此，中共中央于1980年8月30日致信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
议主席团，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
。9月1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
会，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

在修宪过程中，是否恢复国家主席，谁担任国家主席也是当时海内外媒体的一个热
门话题。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负责
人金庸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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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会见金庸时亲切随和，他们一见如故，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邓小平告
诉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下放的时候，就读过他写的武侠小说，自己的家人也都喜
欢读金庸的作品。接着，邓小平又畅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在谈到粉碎“四人帮”
以后的工作时，邓小平告诉金庸中国共产党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国
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三是搞好经济建
设。邓小平还向金庸展望了中国人民“小康生活”的前景。

当谈到金庸和《明报》赞成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一事时，邓小平表示：“你们《明
报》要我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和人民
办点事，一旦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
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
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对邓小平这样看轻权位
感到十分钦佩，他当场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
不看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令人
十分敬佩。”

这次修改《宪法》，要不要恢复设立国家主席，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对
此，中央酝酿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未能做出决断。198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设立国家主席，意见仍不一致。邓小平主张要
设国家主席，但职权要写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政务。有一些同志不主张设。他们
的理由是：如设国家主席，只有小平同志担任，这样又增加他的很多事务，对健康
不利。邓小平说：“除了我，别人也可以当嘛!”之后，经过反复讨论，恢复设立国
家主席的意见得到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第四部《宪法》，决定重新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1983年6月，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
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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