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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妥协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斗争方法,

妥协不是投降、不是软弱,更不是反动,它是一

门政治艺术,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一种社会调节

机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可行

性合作。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采取了谈

判、协商、妥协等多种方法,成功地处理了国内

外多种冲突。本文主要基于政治哲学的视角,

透视周恩来总理的政治妥协思想。

一、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的主要表现

  妥协作为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其核心的含义就是折中、让步。让步从它内部

结构而言,有忍让、具体问题妥协、策略妥协、个

别原则妥协以及退避三舍这些内容。忍让是在

明知道自己正确的前提下,无力说服对方,也无

法通过民主方法贯彻自己的意见,为了维护全

局的和谐、团结、统一,而放弃自己的意见。这

种忍让,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太多了。

(一 )具体问题上的妥协。具体问题妥协

和策略妥协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的。

如, 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周

恩来向全党客观分析了此次谈判中我方让步的

必要性,因为不作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

战阴谋,不能谋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

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

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同时强调: !谈判求
得妥协,须双方让步。∀ [ 1] 100在谈判进程中,为了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曾多次

致电中央,在哪些问题上坚持,在哪些问题上妥

协。周恩来始终坚持了 !双方让步 ∀的立场。
谈判之初,按照各自提出的谈判原则,双方的利

益目标差距甚大。为打破僵局,周恩来在磋商

中适时作出让步,表示只要国民党确定和平建

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那么

中共就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孙中山倡导的

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双方在其他问题上都

作出必要的让步。当经过努力和斗争,国民党

代表接受了我党的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和平、民

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时,周恩来当即表示在军

队数目和政权产生问题上,我方还可作相应的

让步。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国共两党终于达成

了 #双十协定 ∃。周恩来提出这些妥协主张,纯

属策略,目的在于使我党处于更加有理有利的

地位。

(二 )个别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周恩来在

个别原则问题上也曾妥协过。在迫不得已、个

人无法扶大厦于即倾的时刻,放弃某一原则,才

能坚持另一些原则。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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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把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一

伙列入中央全会,而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

决权。周恩来在这时进行斗争无疑是毫无成果

的。他放弃组织原则,坚持了更多的原则。在

!文化大革命 ∀中,周恩来遇到了远比六届四中

全会更复杂的局面。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同林彪,江青这样的特殊人物斗争,不得不

作适当的妥协和让步。 !文化大革命 ∀前期,对

于解放干部的安排、革命委员会 !三结合 ∀人选
的确定,周恩来都作了必要的让步,以换取形势

的尽早稳定。在 !文化大革命 ∀后期,四届人大

的人事安排上也作了必要的妥协。江青、张春

桥等妄图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

三个部门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经过与一些领导

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教育部门关系重大,不能

让他们掌握,否定了他们提名的人选。但文化

部和体委两个部长职位让给了他们。这样,就

排除了江青一伙的进一步干扰。整个四届人大

的人事安排和国务院的组成人选都由周恩来主

持,按照与毛泽东商量过的意见基本上顺利进

行 %。最终沉重地打击了由江青出面组阁,妄

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此外,面对

个人崇拜,周恩来对毛泽东违背组织原则的一

些做法,如打倒刘少奇,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

党章,也只能违心同意了。其实,历史是非常复

杂的,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周恩来

斗争了,问题也解决不了,局面更困难,人民处

于更不利的地位。只有作一些妥协退让,才能

坚持更多的原则。原则是多项的,周恩来没有

放弃的是人民的事业,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周

恩来放弃的,只是个别原则,并且这种放弃也是

暂时的。而在条件允许,通过斗争能够力争达

到的情况下,周恩来是最讲原则的。

(三 )在国际斗争中的妥协。周恩来主张

在国际斗争中有时要实行 !退避三舍 ∀的让步
方式。 1963年 4月,他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

说: ! &退避三舍 ∋。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

你警告。再来,再退, 再给警告, 但事不过三。

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 [ 2] 328周恩来以

美国侵略朝鲜和印度对我国进行挑衅为例证,

说明我们运用退避三舍让步的必要性。此外,

作为我党外交思想求同存异的倡导者,在 1955

年 4月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周恩

来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 !共产主义威胁 ∀、
!新殖民主义 ∀、!颠覆活动 ∀等不和谐音符,当

机立断,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先用

书面散发,并且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一

份发言稿,在下午的会上作了补充发言。他诚

恳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

的。他强调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 他响亮地

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

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

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

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

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

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

立。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举例指出,中国代表团

本来可以在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

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使会议

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在中国代表团和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

下,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

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了著

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这次会议作为亚非

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胜

利而载入史册。

二、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的实质

  所谓妥协,就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一些冲

突和争执。周恩来主张的政治妥协体现的是一

种坚持原则、不丧失原则下的灵活性,是为了使

自己取得更大的发展,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作出

妥协。妥协作为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一部

分,其核心含义就是折中、让步,即各方通过互

让来寻求一致,从而消解对立,导致相互利益和

满足的实现。其主要特征是: ( 1)容忍性,即矛

盾各方都要放弃对抗,以合作、对话、让步的方

式解决分歧和矛盾; ( 2)互利性,即矛盾各方都

要将问题考虑全面,既考虑自己,也顾及对方,

从而达到 !双赢 ∀; ( 3)务实性,即矛盾各方都要

放下过往成见和意识形态,以追求整体最大利

益为目标。 ( 4)自愿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意识

到让步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让步所带来的损

失,从而自愿地进行让步。

周恩来善于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华民族

数千年文明智慧中吸取营养,并根据他自己的

实践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了一整

套充满辩证法的独特的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风

格。他能攻能守,能进能退。这些经验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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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 1946年 1月 12日,他在政治协商会

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报告,谈到国共会谈,他说

了四点经验教训: !第一,要互相承认,不要互

相敌视。第二,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

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要互相竞赛,不

要互相抵消。∀ [ 3] 111�113在 1月 18日政协会议发言

时他又说: !政治解决就是相对容让、妥协。∀(

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许多重大妥

协,同时也换来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妥协。没

有妥协,协商也就落空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周恩来认为,在我党面对一些特殊的政治矛

盾时,作一定的政治妥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是可行的。

(一 )政治妥协意味着把原则的坚定性与

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政治妥协是有原则性

的,政治妥协并不等于无原则的投降,不等于随

波逐流和同流合污。恰恰相反,政治妥协是一

种有利于大家共同发现真理、维护真理,有利于

在政治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求同存异

的一条现实可行的原则;是缓冲政治冲突的一

种必要形式、手段和策略。这就是中国传统哲

学中所倡导的 !和而不同 ∀和 !和而不流 ∀。如
果我们脱离了原则而言 !和 ∀,其结果必然事与
愿违。不仅如此,政治妥协也不是消极被动地

回避矛盾,不是无能、无为,恰恰相反,它是一个

国家、政党、阶级或个人积极、主动面对矛盾的

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妥协实

质上选择的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进取,它是消

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有效机制。在政党外交中,

周恩来坚持原则,捍卫原则,原则性极强。他

说,我们 !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原则是肯
定的 ∀。但如何坚持原则,周恩来有其独到的

风格。他指出: !对原则问题要斩钉截铁,但又

要灵活,不要咄咄逼人,要使人感到我们是诚恳

的,是可以信任的。∀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

原则是前提, !是不能让的 ∀;坚持原则, !但方
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 [ 4]。

(二 )政治妥协意味着把暂时的局部的利

益牺牲与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获取统一起来。从

时间角度考虑,当各方眼下无力解决一些政治

矛盾和冲突,或者冲突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

复杂过程时,各方都具有团结积蓄己方力量的

需要,这时候,最佳的策略就是通过政治妥协争

取时间,等待时机,以便积蓄力量获取长远的发

展。从空间角度考虑,各方为了谋求更大的目

的和全局利益,也会在局部利益和阶段目标上

作一定的政治妥协,这时候,以曲求伸、欲取先

予、迂回实现目的也是一种政治智慧。例如,关

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

完全胜利的问题。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自第一

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

法国的活动,并于 1953年 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

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

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

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

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

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

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

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因此,赫鲁晓夫执

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

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

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

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

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

代化。这样,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在大会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

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

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

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

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

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

三、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的时代价值

  随着协商民主和契约文明观念的广泛传
播, !妥协 ∀不仅越来越具有手段合理性,还被

赋予了某种程度的价值正当性。用协商谋求共

识,用契约调整利益,在这种普遍的制度规则

中,愿意妥协作为一种前提使得协商得以展开;

接受妥协的结果,则使契约能够践行。周恩来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 终于找到了政治的灵

魂 ∗ ∗ ∗ 学会妥协。周恩来之所以能熟练处理政
治冲突与政治妥协的关系,在于其政治妥协思

想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周恩来的政治妥协增

强了共产党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益

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也有益于人民民主政治的

发展与实现。因此,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在民

主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政治妥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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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从而可以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趋利避

害是政治行为主体最为典型的行为方式,当自

身最大利益的实现受到对方利益需求的制约

时,如果做出决不妥协的对抗方式的行为选择,

最终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与其一无所有,不如退

而求其次,求得双方都可接受的利益均衡。因

此,政治妥协并不欲求政治行为主体各方最大

利益的实现,而是避免各方最大损害的出现。

在此过程中,政治妥协蕴含着一种 !求和 ∀的精
神,即和平、和谐进而促成合作,这是政治妥协

的根本价值所在。妥协精神表现出对现实政治

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现实政治生活存在

着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可能性很小,不同的

利益诉求可以在妥协的原则下和平共处,矛盾

的解决无需依靠暴力方式,通过思想的宽容和

理性的说服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但是,

和平的合作总是建立在政治主体行为互动的基

础之上,是对对方的尊重和对合作利益的追求,

任何一方都不能试图以完全剥夺对方的利益为

行为目标,否则,便失去了政治妥协的前提。

第二,政治妥协有助于行为规则的形成,从

而提高政治系统的制度化水平。规则对于人类

政治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
说,规则的理由就存在于人们永无休止追求和

平与和谐的共同生活的愿望之中;在这种生活

中不存在持续不断的人人为敌的霍布斯式战

争 ∀ [ 5]。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获得稳定性,特

别是当规则具有了外在的强制力,并得到所有

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承认和遵守时,它便为政治

系统中参与各方确立了基本规范,从而在多元

的政治格局中提供一种和解的基础。当规则不

断起到对政治行为主体的约束作用、日渐获得

稳定性并受到尊重直至成为不断重现的行为模

式时,规则便演化成了政治系统的制度。由于

制度的建立是在政治妥协的互动过程中孕育完

成的,因此它并不代表着某些特定群体的特殊

利益,它能够有效吸纳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被动

员起来的新兴政治力量,成为化解冲突的基本

安排,于是政治系统便获得了自主性和凝聚性。

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政治妥协和制度的自我

强化,可以使政治系统得以生存和延续,因此也

就具备了适应性和复杂性。当政治系统拥有了

这样的特性时,它便具有了比较高的制度化水

平 +。

第三,政治妥协培养合作精神,从而维系政

治系统的稳定。政治妥协是就政治行为主体所

认可的普遍利益所达成的规范,诚如哈贝马斯

所言: !如果规范体现了普遍利益,那么,它们

就以一种理性的共识为基础。∀ [ 6]而理性的共识

体现的是一种合作精神,因此,没有政治妥协也

就没有合作。合作精神在两个向度上影响着政

治主体的行为,一方面是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合

作体现的是理性主义的认同和共识,或更为具

体一些应当是 !进化论理性主义 ∀的认同和共
识;另一方面是在行为取向上,合作精神鼓励政

治行为主体有序地政治参与。政治妥协意味着

政治行为主体的相互认同与合作,当政治行为

主体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对方的尊

重并且可以通过既定的制度框架加以表达实现

合作时,他们便获得了一种遵从现有规则的激

励,也更愿以合法有序的方式来参与到政治过

程中,从而也使现存的政治系统处于连续与有

序的状态,实现政治稳定。

注  释:

%  参见#最后的使命 ∗ ∗ ∗ 周恩来与四届人大∃, 载#周恩

来百周年纪念 ∗ ∗ ∗ 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

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刘武生 #周恩来

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  1949年 1月 19日#新华日报∃。

+  参见 [美 ]塞缪尔 ,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华夏出版社 1988版, 第 1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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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me Content of theM ass L ine in the Context of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L IU Jing�zhao
(M ao Zedong Thought Resea rch Center, X iang tan University, X iangtan, H unan 411105, Ch ina)

A bstrac t: In the process o f dem ocratic po litical construction, pa rty s' m ass line stillwas the important thought resources. H ow ever

unde r the new s ituation, un less it m ust be g iven new tim e content in the innova tion prac tice, them ass line can h igh light its con�
tem porary sign ificance and value. The new conten t should inc lude the fo llow ing aspects: Estab lishes the peop le s' position of sub�
jectiv ity in dem ocratic po litics; Emphas ize the peop le s' checks and ba lances effec t to governm ent pow er; M aintain the tens ion be�
tw een the people s' inte 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T ransform them ass movem ent into pub lic s' pos itive po litica l approval in

o rder to impe l the po litica l c iv 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order ly po litica l partic ipation.

Key words: m ass line; dem ocracy po litica l construction; governm ent pow er; politica l approva l

The Policy System and SafeguardM echanism Research of Two�or iented Socie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Ecology C ivilized Sight T IAN W en�fu
( T each ing Research Department o f Science and Soc io logy, CPC H enan P rov inc ia l C omm ittee Party Schoo,l Zhengzhou, H enan

450002, Ch ina)

A bstrac t: The ecology civ iliza tion has conta ined the construction con tents and the requests o f a resource�conserv ing and env iron�
m enta lly fr iend ly soc iety, thus Two�o riented Society construction needs to exam ine po litical and institutiona l issues under the v isu�
a l fie ld of ecolog ica l c iv ilization, speed up the form ation of the po lic ies and m echanism s fo r resource conserva tion, env ironm enta l

pro tection so as to rea lize the harm ony and sustainable deve lopm ent of m an and na ture, economy and soc iety.

Key words: eco logy c iv ilization; Tw o�or iented Society; po licy system; safeguard m echanism;

On Zhou Enlai 's Political Comprom ise L IU L i

( Schoo l of Po litical and PublicAdm in istration, H ua iy in Norma lUn ive rsity, H uaian, Jiangsu 223300, Ch ina)

A bstrac t: Po litica l comprom ise is a strugg ling me thod comm only used by Zhou En la.i A com prom ise is not a capitulation, no t

w eakness, nor reactionary. It is a po litica l art and po litica l strategy and a socia l adjustm entm echanism, at the sam e tim e it is the

feasib ility co�operation of diffe rent interest groups based on dem ocracy. Zhou En lais' po litical com prom ise is conduc ive to a peace�
fu l so lu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nd it w ill contr ibu te to the form ation of princ ip les as we ll as politica l system sta�
b ility.

Key words: Zhou Enla;i po litical comprom ise; princ ip le; cooperation sp ir it

Science and Culture and the Subjec tivity Sepa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pistemology

DING Shen

( Department o f Ph ilosophy and Relig ion, Nanjing Un ive rsity, Nan jing, Jiangsu 210093, Ch ina)

A bstrac t: The deve lopm ent of science has brought eno rm ous bene fits to hum an, but it show s the problem of subjectiv ity separa�
tion at the beg inning o f its production, thus a number o f draw backs inev itably appear. H ow can wem ake sc ience and cu lture have

the necessary hum an nature? H ow to m ake the developm ent o f sc ience be possessed w ith the ind ispensab le hum anism? The re are

m any approaches to explore the issue from the theory o f ep istem o logy. Thought they a re not perhaps c lear�cut so lution to the prob�
lem, this use fu l exploration can g iv e us an inspiration to so lve th is problem.

Key words: so cial epistem o logy; po litica l position ing; subjectiv ity deletion; sc ience and cu 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W eiJin 's Ce lestial Taoism

 ∗ Focusing on Baopuzi Inner Chapters L IU L i�fu, ZHOU Ya�dong
( Schoo l of Pub lic Adm in istra tion, Centra l South Un iv ers ity, Changsha, H unan 410083, Ch ina)

A bstrac t: The Ce lestial T ao ism, theoretically founded by Gehong, w as the un ique fo rm of Tao ism dur ingW ei�Jin dynasties. In

Baopuzi Inner Chapters, Gehong d iscussed comprehens ive ly about the re lationship be tw een Confuc ian ism and Tao ism, wh ich pro�
v ided us a basic clue to the Tao ists 'attitude tow ards the Confuc ianism. A lthough Gehong tried to prove that Tao ism was superior

to Confuc ian ism, he com bined the re lig ious fa ith o f longev ity o r imm orta lity o fTao ism w ith themo ra l pr inciples of Confucian ism.

And th is theo ry m ade a s ignificant im pac t on the Tao ist re fo rm s dur ing the No 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the Ce lestia lT ao ism; Gehong; Baopuzi Inner Chapters; the re la tionsh ip between Tao ism and Confucia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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