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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理 徐贵权

论周恩来的精神魅力

伟人对历史的贡献往往是多维的。长期革命实践

洗礼造就的杰出人物往往既有杰出的才华 , 又有突出

的人格魅力。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贡献的定位 , 不

应仅仅停留在其才能方面 , 还应当挖掘其人格精神方

面。无疑 , 周恩来是其崇高品德的代表 , 周恩来的精神

是其概括。周恩来的精神不只是周恩来个人特有的精

神 , 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第一代领导集体高

尚品质的缩影。周恩来的精神已经得到党内外和国内

外人们的广泛认同 , 正在发挥着强大的感召力。周恩来

的精神何以会有如此大的魅力? 这是研究和学习周恩

来精神的重要课题。

一、周恩来的精神: 民族优秀

精神与世界先进文明结合的产物

不仅文化发展遵循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辅相成的

辩证法 : 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 , 愈是世界的就愈是

民族的, 人格精神也是如此。周恩来的精神之所以不仅

为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可, 而且还能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

同 , 与周恩来学贯中西关系密切。他视野开阔 , 胸怀博

大 , 坚持古为今用 , 洋为中用 , 博采众长 , 一方面以我为

主, 另一方面吸收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首先要把我们

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这种

溶化是化学的化合, 不是物理的混合”。 [1] (pp. 343- 344)正是开

放性的品格, 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 又有西方的精细; 既

有东方的综合思维 , 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 ; 既有东方的

智慧, 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 他被尼克松称为“多种金

属铸成的合金”, 比任何一种单独成分都坚强有力。

民 族 精 神 是 一 个 民 族 成 员 的 精 神 支 柱 和 内 在 灵

魂 , 具有凝聚人心、激励奋进和整合价值观念 等 功 能 ,

但 民 族 精 神 又 是 一 个 民 族 信 念 的 总 体 性 和 理 性 的 概

括 , 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 , 它作为精神、价值 和 品 格 的

集合体 , 必须通过一些杰出人物感性地表现出来 , 才能

变成具体的和实在的力量。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了许

多民族英雄 , 他们之所以受世人爱戴 , 其根由就在于他

们身上不同程度地闪烁着民族精神的光辉。不过 , 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还只是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某

一方面———其中不乏被神化的因素 , 因此 , 还不能被称

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范型”或“集大成者”。十六大第一

次对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给予 了 科 学 的 概 括 ,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 劳 勇 敢 、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而中华民族的

民族精神在周恩来身上有着充分的展现 , 例如 , 周恩来

的爱国精神、团结意识、和平理念、勤劳勇敢 和 自 强 不

息的品质都堪称典范。

周恩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国难当头

时“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精神的升华。国难唤忠良 , 周

恩来生长生活的时代 , 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最为深重的

时代 , 他从小就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 ”的 壮

志 , 他六十年的革命实践生涯 ,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

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华

民族的历史上 , 被冠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美誉的不

乏其人 , 可先贤们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忠于某个主子或

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性 , 而周恩来却是为整个中华民

族的解放和振兴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具有古代英

雄爱国情感中所无以企及的纯粹性和崇高性。周恩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民贵

君轻”的民本思想相通 , 并是对后者的升华。周恩来高

超的领导艺术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得益于传统文化

的“贵和”精神。《论语·学而》中孔子弟子有若讲 :“礼之

用 , 和 为 贵 。 ”《中 庸 》云 :“致 中 和 , 天 地 位 焉 , 万 物 育

焉。”在儒家看来 , 道德的功用就是达到人己物我的和

谐 , 正因为如此 , 孔子将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中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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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避免过与不及 , 以保持事物的均衡协调。无疑 , 周

恩来在一生的为人处事中始终贯彻“贵和”精 神 , 用 他

自己的话说 :“我们中国人办事 , 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

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 不全是马

列主义的教育。”[2] (p. 328)

总之, 周恩来的精神之所以能够赢得国内不同时期

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的普遍敬仰, 其主要原因在于周恩

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与民族精神的自然统一

和整体的契合 , 前者成为后者的完美范型 , 人们对周恩

来的敬意中折射出对民族精神的珍爱与敬仰之情。

然而 , 周恩来的精神中不仅深深地刻着以儒家为

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烙印 , 也有着世界优秀文

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文明的因子。他青年时代为了寻求

救国之路 , 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 , 并到英国和德国实地

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 , 了解各种社会改

造的学说、理论和实践。周恩来在旅欧期间 , 不仅确立

和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而且 , 他还广泛研究西

方的文化遗产 , 两种不同的文化比较 , 不仅丰富了他的

知识 , 开阔了他的眼界 , 还使他在继承东方优秀文化的

基础上 , 大量吸收并融入了诸如进化论、民主共和观

念 , 以及追求个性解放、主张平等自由、反对 专 制 独 裁

等中国传统文化较为缺乏的西方现代文明意识 , 这使

他的思想和精神又是开放的和紧跟时代步伐的。

周恩来学贯中西 , 博采众长 , 他的精神风范不仅为

中国人所称道 , 也为西方人所赞美。周恩来既是坚定的

爱国主义者 , 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既善于协调 ,

能够团结大多数 , 又不失立场和原则 ; 他奉行“中 庸 ”、

“贵和”精神 , 但又没有走向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 ; 他海

纳百川 , 广泛地建立统一战线 , 但也有针锋相对的政

敌 ; 他求真务实 , 但却不是狭隘的经验论者。前苏联驻

华外交官利沙特·沙拉夫特季诺维奇说 , 周恩来的思想

有点接近欧洲人。至于其他方面 , 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中

国人。[3] (p. 408)

二、周恩来的精神:

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典范

周恩来的精神既崇高又朴实 , 具有不同的层次性 ,

既具有共产党人高尚品质的先进性内容 , 又具有民族

特色的广泛性内容。周恩来的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它是

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先进 性 的 集 中 体 现 。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无产阶级事 业 的 无 限 忠 诚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 ,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等是共产党人

党性的主要表现 , 而这些都不仅蕴含在周恩来的精神

里 , 而且还得到了模范的再现。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东渡日本、西游欧洲 , 积极探寻

救国之道 , 通过艰苦的比较 , 终于找到救世良方———共

产主义 , 用他的话来说 :“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 , 并

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4] (p. 46)一旦确立崇高的政

治信仰 , 他便矢志不渝 ,“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

业上 , 以人民的疾苦为忧 , 以世界的前途为念。”[1] (p. 427)彻

底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一生。

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表现在具体事务上就

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众所周知 , 周恩来甘当人民

公仆的精神已经达到了纯粹的境界 , 他之所以坚持要

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江河大地上做肥料 , 就是要实

现自己不仅活着要为人民服务 , 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的意愿。李先念曾感慨地说 :“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怎样才是全心全意? 我看恩来同志是一个榜

样。”[5] (p. 50)很多学者坚信 , 要说“完全彻底”为人民 , 古往

今来 , 周恩来当被视为第一人。

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还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周恩来将

实事求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说真话, 鼓真劲 , 做

实事, 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 实事求是。实事

求是是一句成语 , 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 , 它代表了

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1] (p. 350)在周恩来看来 , 只

有说真话, 做实事, 收实效, 才会对人民有益。

自我批评精神是周恩来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

的共产主义者而奉行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修

养原则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认为 :“人总是有缺点

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 但从我们个

人来说 , 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1] (p. 333)他

在反思自己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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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327)所

以 , 周恩来总是严于律己 , 出了什么事 , 一定 要 找 自 己

的责任 , 反复地做自我批评 , 努力从自己的思想、作风、

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找根源 , 从不文过饰非。他曾表示 ,

如果我写书 , 就写我一生的错误。周恩来一生做的工作

最多 , 做自我批评也最多、最自觉、最真诚 , 也最深刻 。

一个甘愿一辈子做人民公仆的共产主义者的谦逊是一

种伟大精神境界的体现。

周恩来一生位显权重 , 可他 有 权 不 私 , 有 位 不 显 ,

两袖清风 , 他对自己及其亲属的要求近乎苛刻。他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地证明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品格究

竟能够达到何种纯粹的境界。周恩来的精神是一把精

神标尺 , 丈量出了人们自己的差距 ; 周恩来的精神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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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精神航标 , 引领着人们自我完善的方向。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评价周恩来:

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 一个行动同知识

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坚定的信仰 , 必胜的

信心, 知、行、信三者的完全统一赋予了周恩来钢铁般的

坚强意志, 使他成为一个“最罕见”的“非凡人物”。

周恩来的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内容成为先进

分子学习的楷模 , 展现了优秀共产党人党性的崇高与

魅力 ; 同时 , 周恩来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素 养 , 这

使他的精神品质蕴含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 具有广泛性

和 大 众 性 的 特 点 。 例 如 , 他 的 自 强 不 息 精 神 与“天 行

健 ,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 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意识

密切相通 ; 他的注重修养情操和追求人格完美的精神 ,

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气节和重以德修身的价值

取向 ; 他的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

传统的重公利和仁爱精神的现代反映 ; 他的宽容、贵和

精神是对儒家中庸精神的发展 ; 他的注重礼仪、彬彬有

礼的风度更是显现出了东方礼仪之邦的风范。周恩来

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相

融合 , 并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 , 使其精神在大众心

目中更增添了可信力和可亲力。

三、周恩来的精神:

道德的至善性与实践性的榜样

周恩来的精神的完美性一方面表现在其博大性和

至善性上 , 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

性上。

对于周恩来的精神 , 石仲泉认为 , 周恩来的精神包

括 八 个 方 面 : 无 我 精 神 、求 是 精 神 、创 新 精 神 、民 主 精

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精神。有学者

把周恩来的精神概括为十个方面 : 积极进取精神、刻苦

学习精神、甘当公仆精神、团结协作精神、求 真 务 实 精

神、唯物辩证精神、勇于创新精神、严于自律精神、宽厚

平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还有学者概括出四个方面 :

民主精神、务实精神、公仆精神和廉洁精神。不论具体

概括有多大的差别 ,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 周恩来的精神

是博大精深和至善至美的 , 也是开放性的 , 因为它是共

产党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和象征。周恩来的精神既

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 , 又有西方先进文明

的因素 ; 既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 又有炎黄子孙的传

统美德 ; 既有工作作风方面的内容 , 又有生活理念上的

内容 ; 既有处理人际关系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 , 又有个

性品格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受到世人如此爱戴 , 曾使怀有偏见的美国

记者疑惑不解 :“他毕竟犯过许多错误。为什么人们谈

起他时常常流泪? 为什么? 人们为什么热爱他? ”英国

作家韩素音则回答说 :“对于一些人来说 , 他几乎成为

一位圣人。”[7] (p. 7)周恩来的才华、智慧、品德和建立的丰

功伟绩甚至连他的不凡风度都给人以完美得无可挑剔

的印象。周恩来同样有缺点 , 可他的自我批判精神也被

公认为楷模 ; 此外 , 正如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一些不尽人意的表现所作的辩护 :“他所处的地

位十分困难 , 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 , 做了好多起违心的

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 , 不说这些话 , 他

自己也保不住 , 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 , 起减少损失

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8] (p. 348)

周 恩 来 的 精 神 所 具 有 的 感 染 力 量 是 普 遍 而 巨 大

的 , 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评价中 , 人们对周恩来的精神的

赞美总是相当“极端的”和“绝对的”, 这表达 了 人 们 对

周恩来由衷的崇敬之情 , 也传递着一个信息 : 周恩来的

精神是完善的 , 是至真至美的典范。《百人访谈周恩来》

一书序言的作者周尔均和周秉德指出 :“周恩来同志确

实是亘古以来给予党和国家、人民最多 , 因而也是得到

人民爱戴最多的伟人! 他对人类和平事业的贡献以及

他的人格魅力 , 已经超越了国界、政见、时空 , 化作一种

精神与神州共在 , 与世界文明共存。”当过总理助手的

谷牧曾评价说 :“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 , 怎么估计也

不会过高 , 我们这些过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些 , 后来人

也应当了解这些。”[3] (p. 25)赵朴初先生在谈起总理时说 :

“一个人去世以后 , 即便他的父母嘛 , 三年过 去 也 就 淡

了哀痛了。他不是 , 他长期的 , 人民还想着他 , 哀痛 , 少

有哇! 几乎很少很少有这种人哪! ”[3] (p. 90)杨振宁说 , 周总

理的精神将滋长在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精神里面 , 是这

个民族的永恒的榜样。[3] (p. 288)

世 界 其 他 民 族 人 民 对 周 恩 来 及 其 精 神 风 范 同 样

怀有深深的敬意。日本人写了一本《日本人心目中的周

恩来》, 汇集了见过周恩来的人们的美 好 回 忆 , 在 日 本

人心中 , 周恩来之值得敬仰 , 不仅是因为他有伟人的魅

力 , 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类怀有深厚的感情 , 日本人民把

他看成是自己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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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的他有

高度文化教养的品德。”“尽管时间已经很久远 , 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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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朋友”的感觉是所有了解他的人们 ( 从乡

村老农到政坛名流) 的同感 , 由此而产生的对周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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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和敬仰之情自然超越了职业、阶层 , 也超越了国界

和民族 , 成为世界性的和持久性的感情寄托。日本剧作

家真山美保曾预言 :“今后即使再过二百年、三百年也

要继续传颂周恩来总理的杰出的人格、道德 , 以及政治

家的才干。我作为一个外国人 , 一个日本的小人物由衷

地希望中国决不要忘记周总理的这些品格 , 他的品格

真是太伟大了。”[3] (p. 362)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说 :“世界上

有四大圣人 : 基督、释迦牟尼、孔子和真主。⋯⋯如果圣

人中有两个是中国人 , 可能别人会有意见的 , 只好委屈

下孔子 , 这个地位让给周总理。”在冈崎嘉平太去世时 ,

他的夫人竟然不太悲伤 , 因为她说 , 她的丈夫又能到周

总理身边了。[3] (p.380)

联合国为一国总理去世降半旗也是少有的 , 曾有

人反对联合国为周恩来去世降半旗 , 而秘书长瓦尔德

海姆则回敬说 :“你们告诉我 , 谁以前或者以后 , 说他身

后一分钱没有 , 什么都没有 , 一切都为了国家 , 你 们 国

家有这样的领导去世 , 我就给你们降半旗。”用梁衡的

话说 :“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 原来是因为 他 那 许 许

多多的‘无’。”[9]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夫人曾对韩

素音说 :“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 , 是周恩来。”[3] (p.290)日

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说 :“就算对社会主义或

者共产主义不喜欢的人 , 他们也打心底里尊敬总理、喜

欢总理。这点可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在现

代或者近代 , 非常难再找到一个具有那么优越的人品

的人。”[3] (p.248)

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 以其卓越的

功勋受到人们的尊敬 , 他还以其特有的对他人的平等、

宽厚、宽容、谦和、亲切、温情和细心赢得人们的爱戴 ,

而 这 些 高 尚 的 精 神 品 质 都 表 现 在 一 个 个 具 体 的 小 事

上。如 , 他从来不愿意让服务员为其开门 , 用他的话说 :

“我有手 , 怎能让你给我开门呢? ”如 , 他到河北伯延村

搞调查 , 与老农张二廷“称兄道弟”, 还当起了张老汉的

“通讯员”; 再如 , 1961 年 5 月的一张老照片显示 : 一个

大国总理竟然坐在沂北一农民家的门槛边与一家庭妇

女拉家常 ; 复如 , 1966 年冬天邢台地震 , 他到现场演讲

时 , 特意让群众站在背风处 , 而自己则站在风口 ; 等等。

这些细小的、似乎不太起眼之事发生在一位大国总理

身上 , 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就格外让人难忘 , 因为它

们是伟大人格的展现。日本艺术家团伊玖磨当年在周

总理接见他们时不解他手里拿着两枝 康 乃 馨 的 意 图 ,

最后发现周总理是为了送给在场的两位日本女艺术家

时( 听说她俩彻夜未眠) , 感慨地说 , 这样一位伟大的政

治家这样细心、亲切 , 令人难以忘怀 , 想起来 就 令 人 激

动。

周恩来的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实

践 , 无数的实例佐证着周恩来的精神风范 , 这既给研究

周恩来的精神带来理论升华的困难 , 因为太多具体的

例证容易表现为现象的罗列 , 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

这一精神的实践性品格特征。周恩来作为一位具有坚

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家 , 他的精神品质主要不是

思想上或理论上 , 而是表现在实实在在的革命实践过

程中 , 表现在一个个具体细微的、平凡的活动中。同时 ,

周恩来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 使得他的那些

高尚的言行表现得既自觉、自然 , 又合情合理 , 从 而 给

人以亲切感人的感觉。

精神是一种实践性的特殊思想 , 它强调的是其生

动性和感召性。周恩来的精神固然不能被简单地作道

德化的理解 , 不过 , 其核心内容是具有道德评价意义

的。信仰共产主义是周恩来的最高信仰 , 为人民服务是

其实现这一信仰的具体要求。实践某种道德精神只能

依靠个人在极其平凡的小事上表现出来。毛泽东说 , 一

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

做好事需要坚定的信仰。一辈子无数平凡小事的累积

就构成了伟大与崇高。周恩来的精神 一方面可以学 ,

也容易学 , 容易在具体行为上学得像 ; 另一方 面 , 又 不

容易学 , 因为要达到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纯

粹境界 , 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是不能做到的。这就是

周恩来的精神所蕴涵的魅力 : 既是具体的可效法的实

在 , 又是值得永远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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