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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与党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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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周恩来始终

勇于开展自我批评, 是弘扬共产党人自我批判精神的典范。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 为促进全党的思想统一、

营造党内的民主环境、增强党内的团结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为我们增进党内和谐提供了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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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党内和谐, 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明确要求。周恩来虽然没有明

确提出过党内和谐, 但其许多思想和实践都是与增

进党内和谐密切相关的。本文仅从周恩来自我批评

精神这一视角, 探讨周恩来对增进党内和谐的贡献。

一、周恩来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而周恩来是我们党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综合

起来看,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可分为三类:

第一, 总结经验式的自我批评。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 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

成员, 从不掩饰由于自己而造成的失误, 而是勇于

自我批评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南昌起义是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

大事件。但周恩来从来没有以打响第一枪者自居,

而对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在潮汕地区的失败直至

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反思。 1960年 7月, 周恩来曾总

结道: 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 但在领导思想上有

错误: 单纯军事行动, 中心是城市的观点, 没有跟

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1∀306
1972年

6月, 周恩来再次总结南昌起义的教训, 它用国民

革命左派政府名义, 南下广东, 想依赖外援, 攻打

大城市, 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

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农村根据地, 这是基本政策的

错误  !2∀190
。这里, 周恩来在自我批评中, 深刻地总

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类似的自我批评, 在因革命战略重心问题与毛

泽东出现意见分歧时, 也发生过。当周恩来认识到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后, 不仅进行自我批评, 还及时

采取挽救措施, 他要陈毅 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

职  , 并向全军宣传毛泽东的革命战略重心思想。在

九月来信  中, 周恩来明确指出: 先有农村红

军, 后有城市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这是中

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3∀32
。从一定意义上说, 周恩来

的自我批评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第二, 承担责任式的自我批评。中国革命从失

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是以结束错误路线为前

提的。在重要历史关头, 周恩来通过自我批评主动

承担责任, 使中国革命重新拨正航向。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

次会议。经历了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和长征初期

的失利, 党和红军迫切需要改变领导机构。但博古

为自己辩解, 李德拒绝正视问题, 只有周恩来把失

败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承认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犯有错误, 特别是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应该 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  !4∀157- 158
, 并主动请求

撤销自己红军总政委职务, 撤销军事指挥权和军事

委员会委员职务, 力荐 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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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 !4∀159
正是周恩来勇于自我

批评、政治上鼎力支持, 一直遭受 左  倾主义者

打压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进入军事三人

小组, 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党和红军。聂荣臻曾

回忆说: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

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5∀240

第三, 忍辱负重式的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革命、建设事业的过程中, 不仅要经历严峻的

对敌斗争, 也要经历党内矛盾与分歧, 甚至党内危

机。在重要关头, 周恩来总是抛却个人荣辱, 以自

我批评来化解党内的矛盾与分歧, 统一全党的思想。

1930年 3至 9月间李立三的 左  倾冒险主义

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周恩来和瞿秋白根据

共产国际指示,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结

束了李立三的错误领导。但随着共产国际对李立三

的错误性质升级为政治路线错误, 原来得到共产国

际认同的六届三中全会被指责为 调和主义  , 周恩

来被指责为妥协分子。王明等人借机发难, 而受过

批评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 也打着反 立三路线  

和 调和主义  的旗帜, 要求改组中央。面对党内

危机, 周恩来希望通过自我批评、退出领导层而尽

快平息。在米夫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 周恩来印

发了在三中全会上传达的共产国际决议报告, 并要

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 !2∀284
会上, 周恩来还

与瞿秋白表示愿意退出中央政治局。

新中国成立后, 50年代在经济建设问题出现了

冒进  与 反冒进  之争, 但毛泽东将之上升为

政治问题。在 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6∀268
的严

厉指责下, 一批同志深受压力, 周恩来选择自我批

评以解放其他同志; 文革  期间, 二月抗争  事

件后, 周恩来选择自我批评以保护老同志; 林彪事

件发生后, 周恩来组织批判极 左  思潮, 但因事

关 文革  评价问题, 与毛泽东再次出现分歧, 周

恩来再次选择自我批评以维护党内团结。

二、周恩来自我批评的立足点: 维护党的

整体利益

从上述三类自我批评可以看出, 确需担责的是

第一类, 其余主动揽责。但无论哪类自我批评, 其

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党的整体利益。

周恩来始终站在党的立场开展自我批评。周恩

来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 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党面

临分裂危险、自身确有错误。对于在六届四中全会

上的自我批评, 周恩来解释为 相忍为党  !5∀131
。新

中国成立后, 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 六届三中全会

还有 ∃左 % 的东西&&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  !3∀309
。

在遵义会议上, 正是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和在政治上

支持毛泽东, 党和红军才有了新的坚强统一的领导

集体。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 1959年国民经济

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 庐山会议上毛泽

东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有人认为, 在庐山会议

上, 周恩来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 反对毛泽

东和他的错误做法  , 但周恩来却谦虚地表示 在如

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 &&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

学  !4∀361
。韩素音将此解读为, 这不仅仅关系到对

∃大跃进 % 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

否, 而且, 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 这还

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  !4∀364
, 可见, 党的立场是周恩

来衡量判断是非和坚持自我批评的根本立场。

周恩来始终把自我批评视为党内的正常生活。

延安整风期间, 围绕 六大  出现了很多争论, 作

为 六大  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受到了指责。但周

恩来却认为, 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  !3∀157
。 1949年 4月, 周恩

来在一次报告中指出: 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

了, 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 每次谈起来, 总觉得自

己对革命有所欠缺, 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 不能

满意  , 因此, 我们入党入团以后, 要很好地学习,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样才能很好地前进。这是

对党员团员起码的要求  !3∀327
。新中国成立后, 周恩

来进一步认识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是党内正常政治

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岗事件发生后, 周恩来

说过, 党内民主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发展, 党内

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

监督  !1∀119
。 1972年 6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 周恩

来明确提出: 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做到老, 学到老, 改造到老; 不要看一个领导同志,

尤其我今天在政治局工作, 负领导的一部分责任,

就不能批评, 就不能监督, 不能提意见, 没有这回

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正常生活
!7∀243
。

周恩来为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开展自我批评。周

恩来曾说, 如果我写书, 就写我一生的错误, 这可

不是卢梭的 ∋忏悔录 (, 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

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8∀
。周恩来把错误放在党的历史

大背景下思考, 坚持在自我批评的同时, 寻找犯错

误的原因和改正错误的办法。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

周恩来被批判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周恩来认真学习

党的整风文献, 阅读历史资料, 用历史的眼光系统

回顾党的历史, 严肃检查自己在历史上几个关键时

期的错误, 写下了 4篇数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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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并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五次发言。 1951年 9月

在高校教师学习会上, 周恩来向知识分子敞开心扉:

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 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

认识得不清楚, 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 另一

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

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 从实践中求得

新的认识, 发现新的道理。 !1∀60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上, 周恩来又以高、饶事件为例, 对犯错误的同志

如何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全面阐述为: 根据我自己

的经验, 首先, 应该依靠党 &&; 其次, 应该求教

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检查自己的

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第三, 应该努力反省 &&

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第四, 应该靠同志们

的帮助  !1∀125- 127
。为了帮助党内外干部群众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 周恩来还毫无保留地剖析了自己。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顺应了历史和时代发展 要求中

国共产党必须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

教训, 从更高的立足点, 更大的全局考虑自己的路

线、方针、政策  的需要!9∀261
。

三、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对增进党内和谐的

意义

从维护党的整体利益出发,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

自然而真实、坦荡而真诚, 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鲜明

党性, 对增进党内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统一。思想统一是实现

党内和谐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

理想而走到一起, 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共产

党人直接提供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而在探索中国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党内出现矛盾

分歧在所难免。解决这些矛盾分歧的最好办法或途

径, 是在党内开展批判与自我批判。遵义会议上,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使与会的 每个人都受到感动

&&每个人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  , 他所

表现出来的完全放弃权力, 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

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 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

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 每个

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4∀159

二是营造了党内民主环境。党内民主是党内和

谐的应有之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

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推进党务公开, 营造党内民主

讨论环境。 这一重要论述, 是对我们党 80多年民

主历程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周恩来作为党

的六大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作为遵义会

议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始终坚持民

主的作风, 这种作风尤其表现在自我批评上。

三是增进了党内团结。 80多年来, 我们党之所

以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 领导人民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了党内的团

结。周恩来深知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并十分重视通

过开展自我批评来增进党内团结, 他多次提出, 高

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 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  !1∀121
, 我们检讨的目的,

是为了增强党的团结  !1∀349
。在筹划大型歌舞史诗

∋东方红 ( 时, 周恩来对创作人员指出, 中国革命取

得成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

党, 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  !10∀1782
。这里

实际上提出了三个观点, 即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

增强党的团结, 自我批评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保

证, 个人为了党内团结大局可以暂时忍受一些委屈。

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团结精神的重要体现, 而他在关

键时刻的一些自我批评, 起到了维护党内团结的关

键作用。

尼克松曾说过: 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

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

点而惶惶不安  !11∀333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 正是

共产党人深刻内省力的体现。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

神, 对于今天增进党内和谐, 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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