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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将这本《邓小平故居留言簿》奉献给您
。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纪念性图书。
它以走下神坛的质朴无华和万众拥戴的民间情怀，将人民和领袖的息息相通、民心和国情的休戚与共
，用直率坦诚、秉笔抒怀的中外参观者的各式留言展现出来——打动您，感染您，震撼您！
    本书以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对公众开放二十余年间，悉心珍藏的99册留言簿上数万条参观者的亲笔
留言为素材，并随机采撷共青团中央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主办的“邓小平纪念馆”网上留言，
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精心编排，将一
个欣欣向荣、与时俱进、民主文明的新时代呈现出来。
    参观留言之外，再以一位资深记者三赴广安、遍访小平故里的长篇访问记贯通全书，又将一百余帧
珍贵的历史照片随文字串排，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最让人感慨的是，本书精选了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论述，字字亲切，句句睿智，抚今追昔，
倍感亲切。
这又何尝不是小平同志对他深爱着的伟大祖国的殷殷嘱咐和给亿万人民的真挚留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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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邓绍昌，出身于广安世族邓家。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
    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
但当时全国并没有完全统一，特别是四川，自元末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定都重庆，势力遍及川、陕和
云、贵数省，封官设爵，发布政令，俨然是独立的西南王国。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于是，1371年朱元璋派兵从水两路入川，大夏政权灭亡，四川初步统一人明朝版图。
当时，有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邓鹤轩，在朝廷任兵部员外郎，于1380年(洪武十三年)受命带兵人川，
继续进行统一全川的战争。
四川乱平息之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为稳定和开发四川，朱元璋下令向四川移民，并鼓励朝廷官员举家迁川，于是邓鹤轩便安家于川东广
安州姚坪里(今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从此，开始了邓氏家族在广安几百年的历史。
邓鹤轩成为广安邓氏家族的一世祖。
    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广安邓氏家族相传九代，一直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邓鹤轩的儿子，二世祖邓梅庄，品行方正，举止谨严，敬亲尊长，年纪不大就文名远播，道德文章享
誉蜀地。
蜀献王朱椿闻其德贤文笔，屡下诏宣，终不出仕，隐逸一生。
三世祖邓司训、五世祖邓荣皆为进士。
六世祖邓瑛，谬庠进士，其弟邓杞、邓藻皆系进士出身，曾分别担任监察御史和兵马指挥使司。
七世祖邓自得，进士不仕，其弟邓自高潜心于理学研究，著有《四书五经讲义》，深得同时代学者的
赞誉，尊称“杨柳先生”。
    八世祖邓士廉，字人麟，崇祯壬午癸未进士，初任海阳令，后升吏部尚书晋大学士。
明末清兵入关，南明小朝廷远走西南，邓士廉也随同永明王到云南，最后同任国玺、李定国等四十二
人同时殉难于缅甸，对此《明史》有详细记载。
其弟邓士昌(邓自任之子)，万历丁未进士，廉洁持身，品行方正，通于任事，颇得“清官”之誉。
初任南京户部主事，任上每日经手的钱粮财物，笔笔清楚，未私毫厘。
后升任户部郎中，补浙江处州太守，深得民心。
由于邓士昌廉洁方正，深得上司和同僚的赏识和尊重，不久升任为湖南按察副使，主持永州道、衡州
道的司法事宜。
到任当天，就命令属吏将以前积压下来的案卷呈上。
邓士昌坐堂七日，将历任积压的各类刑事、民事案件全部处理完毕，使属下为之咋舌称叹。
由于邓士昌耿直正派，不徇私情，颇招皇亲贵戚的怨愤，事多掣肘，晚年在任上颇不畅意，五十二岁
时病逝。
    邓家九世祖邓日方，廪生出身。
明末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人民流离失所，邓氏族人也四处逃难。
邓防挂念远在广东做官的父亲邓士廉，于是携带家眷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邓嗣祖、邓绍祖辗转赴粤。
途中屡遭磨难，到了广东高要县境三叉河时，遭遇海盗抢掠洗劫。
海盗将财物抢劫一空，并企图将全家人溺死。
幸好这群海盗中有一仗义者不忍断人之后，遂将邓嗣祖、邓绍祖兄弟抛到岸上而幸免于难。
当时邓嗣祖才七岁，邓绍祖仅四岁。
这样，明初邓鹤轩在广安州姚坪里创下的邓氏家族就在明末的战乱中结束了。
    辛存的邓嗣祖、邓绍祖兄弟一无所有，只得在当地乞讨度日，处境十分悲惨。
一天，他们来到伍家村讨饭，一户伍姓人家，见这兄弟二人年幼失怙，流离失所，十分可怜。
便上前询问其身世，得知乃世家后裔，家人均已遭难而流落他乡，又见这两个孩子懂事可爱，于是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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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兄弟两人收留下来。
    伍家待邓氏兄弟如亲人一般，送他们上学读书，并将女儿许配给邓嗣祖为妻。
之后，随着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确立，土地荒芜、人口大量减少成为四川生产发展的重要难题。
康熙年间，清王朝为了增加赋税收入，巩固在四川的统治，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各省向四川移民。
于是湖南、湖北、广东、陕西等省人丁大量流人四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
邓嗣祖也偕弟弟邓绍祖，带着妻子和刚刚两岁的儿子邓琳，于康熙十年回到了原籍四川广安姚坪里。
    邓嗣祖、邓绍祖兄弟回到广安后不久，弟弟绍祖就因病夭折。
所以邓氏家族清代开基始祖为邓嗣祖。
    邓嗣祖有两个儿子(即两大房)，长子邓琳，次子邓琰。
邓琳有六个儿子(称为“长六房”)，邓琰有四个儿子(称为“--la J~”)。
这样，清朝重新创业的邓氏家族很快就发展到十房人之多。
并且从第三代开始创立字辈，作为广安邓氏各支的子孙世系，字辈的排序是：“以仁存心，克绍先型
，培成国有，应尔昌荣。
”邓绍昌的先祖是“二四房”邓琰长子邓德溥(字时可)的后代，从邓嗣祖到邓绍昌这一辈，清朝邓氏
家族已经相传九代了。
    邓绍昌的父亲邓克达是一位勤劳忠厚的老实农民，也是当地著名的织布机匠。
他靠织布渐渐积攒了钱财，并在岳父家的帮助下，慢慢置办了一些家业。
买了田地。
到邓绍昌出生时，邓克达已经成为当地一名拥有二百多挑(五挑为一亩)田地的中小地主了。
    平心而论，邓绍昌比他的祖父邓心早、父亲邓克达要能干得多。
他除经营着二百多挑田地的祖业外，还间断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生意；他上过新式学堂，有时
还到协兴乡自己创办的北山小学堂去看看。
同时，他还是全国范围的秘密反清组织“哥老会”的成员，是广安“袍哥”的小头目，在协兴乡一带
颇受乡民的尊敬，有着相当的权威。
    然而，正由于此，在他那半新半旧的思想中，在他那刚毅自信的性格中，先祖的赫赫功业激励着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鼓舞着他!他不满足于眼前得到的一切，甚至不满足协兴
乃至广安这块土地，他希望自己更加努力，建立更大的功名和权威。
社会、时代的变迁，使他感到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开始动荡起来，乡间的权威开始受到外国传教士势力
的挑战和破坏，他的生意和生活也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冲击。
他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古老传统的没落和新兴力量的崛起与挑战，然而他却无从掌握这种新的力量。
    当儿子诞生，邓绍昌似乎看到了一线光芒，捕捉到了力量和希望所在，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先祖那
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
“邓先圣”——这个给刚刚落地的婴儿起的名字，饱含着邓绍昌怎样一番苦心和希冀!    邓绍昌在公众
场合很宽容、很和善，但在家里却十分严厉，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其家长的权威。
他对子女们尤其严格，严格到近乎苛求。
邓小平在北山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
名。
邓绍昌听说，异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打了一顿，直到邓小平的祖母出来解围才罢手。
    邓氏家族的家史遗风，父辈们的前瞻预测和把握大局的能力，给了邓小平很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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