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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者经常要面对情与理

的冲突。 周恩来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其以情感人突

出地体现于他充分地尊重人、 真诚地对待人与热情

地关心人之中； 其以理服人突出地体现于他坚持真

理、循循善诱与辩证施教上。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

中注重情中寓理，理中寓情，情理交融。

一、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情感人

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以情感人， 就不可能取得教

育对象的信任，也就无法有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以情感人是打开教育对象心灵之门的钥匙， 也是达

到以理服人的保证。 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情

感人，体现于他充分尊重他人、真诚待人之中。
1．充分地尊重人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尊重对方， 平等

待人，给予信任。 当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冲破阻挠抵达

香港，周恩来派人前往迎接。 此时谣传李四光不想回

国了，将要去台湾。 周恩来给予充分信任，并把解放

后首届地质工作会议推迟，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

四光十分感动， 决心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气来为国家

找矿。 周恩来对人推心置腹，把尊重人与相信人、理

解人结合起来。 他经常告诫自己与他人，做思想政治

工作千万不要盛气凌人，否则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会使人见而生畏，见面生厌，自然也就谈不上让别

人听从你的教育与引导了。
周恩来特别强调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对方的

意见，在他看来，持不同意见的人参与讨论及争论，

会令真理愈辩愈明。 对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

不同想法，周恩来认为应该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注

意把别人好的意见吸取过来，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仔

细地倾听，并借助自己言语的引导，真正听出对方所

讲述的事实与当时的心情。 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是否真正把握了受教育者

传达的重要信息，并据此进行有的放矢的解疑释惑。
周恩来平易近人，尊重一切教育对象。 他尊重普

通劳动者，每次外出视察工作结束后，不忘同厨师、
司机和其他服务人员一一道别；他尊重民主人士，他

们对共产党人的批评建议，周恩来虚心倾听，从善如

流，盟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好的，他都非常重视。 难

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尊重人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

外交活动中他也恪守礼节， 尊重他人， 从不强词夺

理，即使处于有利地位，也从不表露出得意洋洋和以

势压人的态度，无论对大国领导人还是小国领导人，
他都尊重人家，与对方平等相处。 正因为如此，使他

成为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

手。
2．真诚地对待人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道德标准， 也是进行思想政

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周恩来认为对人进行思想政治

工作，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1］。因为我们只有真心

诚意地去帮助他人，才能实现说服的目的。 当年西安

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在西安首次会面。 他除

了向后者介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及自

己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外， 还主动就红四方面

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 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

杨部达成协议后又偷袭杨部这两个问题， 代表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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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自我批评。 这种光明磊落的真诚态度，使杨虎城

消除了不少疙瘩，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周 恩 来 历 来 倡 导 无 论 是 教 育 双 方 还 是 共 事 双

方，彼此“要有最基本的信任”［2］。 无论是在漫天烽火

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对同志和

朋友，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周恩来总是胸怀坦荡，
真诚待人，注重用崇高的人格去感染人，这正是周恩

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魅力所在。 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

情，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事情，自己绝对

不做。 凡是受过他教育的人，无不心悦诚服。
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也始终如一地尊重事实，

诚实守信。1971 年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与中方就

有关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代表中方

否定了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提交了一分中文草案。
他既阐明中国的基本立场， 又留出空行让美方表达

自己的立场。 周恩来诚恳地讲，签署那种不讲真话，
也不打算遵守的文件是不足取的， 因为那种漂亮外

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公报，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容易导

致更深的矛盾，为此周恩来坚持明确写出分歧，同时

也写出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他的坚定、直率、诚恳

终于打动了基辛格， 使他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

的基本原则。
3．热情地关爱人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非常注意关爱人，他

不仅关心他人的物质生活， 而且关心他人的精神生

活；不仅关心他人专业技能的提高，而且关心他人思

想政治的进步。 解放后作为总理国务的周恩来，工作

非常繁忙，即使是星期天也常常得不到休息，但是一

个服务员结婚，他记在心里去参加了；一个演员的孩

子生病，他挂念在胸；一个勤务员家境贫寒，他以儿

子的名义坚持长期汇款。 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了

人情味，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注意把握教育对

象的思想脉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对方的心坎里。
《百人访谈周恩来》一书中记录了前苏联专家组

成员和外交官苏达利科夫的回忆：“周恩来多少次都

表现出他关心体贴人、 一丝不苟和他有高度文化教

养的品德。 ”“尽管时间已经久远，但每一个在中国工

作过的专家首先想起的就是周恩来。 当然还会想起

其他很好的人和知名人士。 但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周

恩来比任何人更亲近，对他有更多的敬意。”［3］只因为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渗透着对他人的关爱，所

以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巨大的向心力、 亲和力与

凝聚力。

二、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理服人

周恩来深知， 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是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要目标。 因此，在以情感人的同时，还注

重以理服人。
1．坚持真理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说服力。 周恩来坚持

用革命的真理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与武装群众，使

真理在群众中扎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人，用人

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
启发人，注重解决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促

使人们从各种错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 不断提高人

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周恩来一贯求真务实， 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

持用事实说话。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引导民族

资产阶级认识四大家族的罪恶， 周恩来在重庆工商

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列举了当时国民党经济区每年出

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列举了国民党

四大家族垄断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的事实，揭

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这些数字不但说明了问题，
而且也使工商界人士惊讶不已， 事后他们说：“这些

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

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4］

2．循循善诱

循循善诱首先要注意教育内容合情合理。 合情

就是与事实真相一致。 如针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周恩

来认为环境保护不仅事关人民眼前的健康问题，而

且事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他每次谈到治理污染、
保护环境问题时，总是强调要为后代着想，绝不能做

出贻害子孙后代的事。 而合理就是合乎人们的心理

和思想发展的规律，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了解人们

思想问题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把理讲到人的心坎上。
其次要据理力导。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用

正确的思想帮助人们克服错误的思想。 思想政治工

作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 而人的思想

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

的过程，绝不能操之过急，草率行事，必须通过正确

的引导，耐心细致的说服，才能帮助人们提高认识，
求得进步，操之过急是无济于事的。 他强调说一个人

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 正确的意见不

为大家接受的时候，就要等待，就要说服。 比如在唯

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等问题上，不能急性

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 “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

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 ”［5］当然，等待的态

度应该是积极的，即注重在等待中说服，在说服中等

待。
3．辩证施教

周 恩 来 在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中 注 重 运 用 辩 证 的 艺

术，把握分寸，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事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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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施教就是针对教育对象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文

化水平、生活经历、接受能力、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存

在着的不同差异，既坦诚相待，又注意尊重各自的特

点，理解各人的心理需要，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与思想问题， 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发挥个体的才能

智慧。 周恩来在教育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结合教育

对象的思想实际， 通过自己坚定的信念， 明彻的思

想，宽阔的胸怀，巧妙地比喻及自己模范的行为，使

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因时施教， 就是根据革命与建设不同时期的中

心工作需要，帮助教育对象改变看法，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 如抗战时期周恩来提出要根据每一部队的

历史、组织、习惯、组成成分、官 兵 关 系 等 不 同 的 情

况，要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等不同复杂

的条件，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

治对立。 “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

民的信仰， 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领导下而坚

决奋斗。”［6］这种施教内容与要求，与解放战争时期不

一样，与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区别。
因事施教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

把工作中的认识问题搞成大是大非的本质问题，不

把工作中的方法问题搞成政治立场问题。 允许教育

者与受教育者各讲各的道理，通过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明辨是非，使人接受正确的思想。 他特别强调在

统战工作中由于对方所处的立场、态度、认识角度不

同，加之不明真相或被误导，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产生疑惑、 误会或与中共产生分歧， 这是很正常的

事。 关键在于如何消除误会或分歧！ 周恩来的做法不

是以大压小，盛气凌人，而是辩证施教，这是他思想

政治工作中的鲜明特色。

三、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理交融

周恩来以情固理，以理帅情，情理交融，这是他

思想政治工作中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交融的重要

特色，打上了他鲜明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特质。
1．理中寓情

周 恩 来 特 别 注 重 带 着 深 厚 的 革 命 感 情 去 教 育

人、引导人，注重理中寓情。 周恩来深知，在进行思想

政治工作中，要说服他人，帮助他人不断提高思想政

治觉悟，必须以真挚的情感为基础，首先让人乐于接

受教育，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如果教育

者与受教育者缺乏感情交流， 教育过程中存在情绪

抵触，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对方也可能听不进去。 周恩

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特别注意遵循人的心理活动规

律，准确把握人的心理活动特点，他总是理中寓情，
注重寓说理于尊重之中，寓批评于表扬之中，寓引导

于希望之中，寓灌输于理解之中，尊重他人的意见和

建议，透彻的说理中带有深厚的情感，听过他教诲的

人总是心悦诚服。
人的思想变化是渐进的，是由浅入深的。 因此，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尊重人的思想变化规

律， 注意逐步唤起受教育者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

情，不断激发受教育者主动接受教育的欲望，理中寓

情，将理讲透。 如对于文艺创作，周恩来从不横加干

涉，搞一言堂，瞎指挥，他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对文

艺创作的许多问题，很少一般性地发指示，总是结合

具体作品、 具体问题说出他的点滴看法， 既深刻中

肯， 又入情入理。 他说理中总是注意带有深厚的感

情，让人沉浸于情感的海洋里，达到心灵的净化，从

不泛泛地讲一些大道理，而是将真理寓予真情之中，
使人感到亲切。

即使与国际友人打交道，周恩来同样理中寓情。
皖南事变前， 他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

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真相。 事变后他在会

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 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

擦的材料，声情并茂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 史迪威

将军的助手谢伟思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试图使我

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

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

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

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 人们会被

他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

责怪。 ”［7］谢伟思这段话语赞扬了周恩来的才智与品

质，揭示出他思想政治工作中理中寓情的特色。 实际

上， 思想政治工作中如果缺乏情感的支撑， 理中无

情， 就打动不了人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

到，同样讲道理，有的人讲人们爱听，乐于接受，而有

的人讲人们就不爱听，不乐意接受，甚至很反感，这

中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你与大家有没有建立深厚的

感情。 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

他既坚持真理，又注重真情，做到了理中寓情。
2．情中寓理

动人心者，莫过于情；服人心者，全在于理。 情中

寓理，才能将人说服。 周恩来深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

本目的就是教育人，启发人、发展人。 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仅靠以情感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情中寓理，用理

去攻心，如果光注意感情的投入，忽视用道理去说服

人，教育人，使人得不到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就建

立不起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就不能达到提高他

人思想政治觉悟的目的， 这就偏离了思想政治工作

的目标追求。 周恩来特别注重寓理于情，使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在思想上坦诚想见，理论上互相理解，活动

中密切配合。 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意关心群众

疾苦，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注意对一些思

想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与自己与他人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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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进行交锋，使之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对待

他人， 帮助他人不断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错误与缺

点，情中寓理，情通理达，从而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

高效益。
周恩来经常告诫人们，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情

中寓理，据理力争，把握教育的主动权，充分发挥教

育者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他特别强调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不能讲起话来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只讲客

观，不讲主观，只说表面不触及思想实质。 如果情中

无理，避重就轻，一味迁就，就会使情感变得庸俗化，
这与思想政治工作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在思想政治

工作中必须情中寓理。 同时还要善于把理推而广之，
惠及大家，注重协调团体的心理平衡，特别是面对复

杂的人际关系，更应思想领先，细心协调，使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以及受教育者相互之间消除隔阂，
和睦相处，实现心理相容，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效性。
情中寓理，是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

即使与外国人打交道， 他也注重感情投入的同时将

理说透。 在 1955 年的亚非会议上，开始时一些帝国

主义分子曾想利用亚非国家在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

上的不同， 煽动一些国家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进行围

攻，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

将事先准备好的正式发言稿改成书面文件散发，并

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了一篇补充演讲稿。
在演讲一开头， 周恩来就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

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中国代表团是求同而不是求异

的。 在整个发言中他情中有理，论述入情入理，使与

会的代表越来越多地信服点头赞许， 最终赢得了代

表们的普遍支持和赞赏。 这里，周恩来的成功之处，
就是情中寓理，使人们被他真情感动的同时，最终为

他的说理而折服，从而自觉地接受他的正确观点。
3．情理交融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意以理服人，又

注意以情感人，从而达到情理交融。 他深知理离开了

情，就变得枯燥干涩；情离开了理，就失去了灵魂。 因

此周恩来主张既要注重发挥情感的力量， 又要注重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

的工作，人都是有感情的，人的行为往往受感情的驱

使，而人又是理性的，愿意服从真理，因此做人的工

作离不开情与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理交融，
既遵循了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又遵循了人的思想品

德形成的规律。 周恩来历来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既要

精心讲理，又要倾注真情，将情与理结合起来，做到

情理交融。
大革命时期， 一名机关干部违反了党的机关工

作人员禁看电影的纪律， 他所在的支部决定给他处

分。 周恩来感到这个问题既严重又有代表性，于是亲

自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在最后的发言中既肯定了看

进步电影的个人情感心理，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重

申了纪律，要求大家牢记不利于党和革命的言行，都

要引以为戒，否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那就必

须受到党纪处分。 最后他提议“这次不给这个同志处

分了，受了处分，一辈子背着污点，重要的是思想上

认识错误。 ”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批评和真诚的设

身处地的关心，使这个干部当场流下了热泪。 周恩来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是只讲情，或只讲理，而是把

握住理与情的度， 常常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与独特

的时期与场合， 以及产生思想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的

不同，把情与理辩证地统一起来，将理讲透，用情感

人， 善于运用情理统一的辩证艺术， 透过现象看本

质，及时掌握人们思想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将情寓于

理之中，又把理寓于情之中，做到情理结合，抓住共

性、个性、规律的问题，达至情通理达，不断增强思想

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

情感人和以理服人统一交融的过程， 帮助人们解决

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理

与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才能发挥其工作的巨大威

力。 如果对群众在思想上出现的毛病、问题，光讲道

理，不注重引导思想感情变化，不管受教育者能否接

受得了，只是我讲你听，硬把道理强加于人，或者只

满 足 于 群 众 对 生 活 和 疾 苦 上 的 关 心 和 相 处 中 的 笑

脸相迎，忽视 理 论 和 道 理 上 的 开 导，不 能 使 感 性 上

升到理性，这 样 做，就 有 可 能 导 致 群 众 对 理 的 无 动

于衷，或者对情的偏重，以致这个问题解决了，另一

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理中

寓情，情中寓理，情理交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他的情理 交 融 的 思 想 政 治 工 作，曾 影 响 了 一 批

又一批人的思想进步与觉悟提升。如中国著名工商

界领袖胡子昂说：“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

之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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