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和合精神的时代特色

刘 小华

周恩来的完美人格
,

凸显了中华和合文化精神
。

周恩

来的和合精神的要义为和为贵
、

和而不同
、

仁者爱人
。

周恩

来的和合精神
,

对当下大学生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具有指导

意义
。

和谐人际关系
,

是现代人才培养观的客观要求
,

是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

是大学生拥有

健康心理的需要
。

当下
,

大学生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
,

演绎

着周恩来和合精神诚实守信
、

平等相待
,

自强不息
、

厚德载

物
,

团结协作
、

友好竞争的时代特色
。

和为贵
。

中华和合文化内涵丰富
。

单从人际关系这个

角度来说
,

它提倡
“

和为贵
” ,

强调和睦
、

和谐
、

团结
、

合作
、

形

成向心力
、

凝聚力
,

使社会充满和谐
,

稳定发展
。

《论语
·

学

而》说
“

礼之用
,

和为贵
” ,

即认为社会的规范作用
,

以和谐

为最重要
。

治理国家
,

实施礼仪制度
,

处理人际关系
,

应以和

为价值标准
,

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
。

墨子在《墨子
·

尚同》

中指出
“

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
,

皆有离散之心
,

不能相和

合
。 ”

墨子认为
,

不和是天下不安定的一种因素
,

他把和合看

作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理
。

孟子在 孟子
·

公孙丑下》

中说
“

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如人和
。 ”

他把人际关系的和

谐提到重要地位
。

周恩来幼年在私塾和养母陈氏身边接受

传统文化
,

儒学对他有重要影响
。

青年时期
,

他开始接触新

学
,

但仍然主张
“

深究而悉讨
”

中国传统的
“

圣贤书籍
” 。

周

恩来在 !∀ #∃ 年 ∃ 月给湛小岑
、

李毅韬的信中说自己有两个

特点
“

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
,

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
” 。

正是这种调和性
,

使他的人格深深地刻上了和合精神的印

迹
。

他敦厚谦和
、

温文尔雅
、

平易近人等品质
,

是尊崇诚爱
、

人格尊重
、

沟通理解
、

共处和谐
、

和为贵精神
,

在他身上发出

的光芒
。

有不少的传记作者都提到
,

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经

常持调和的态度
,

表现出明显的以和为重的个性特征
。

有人

认为
,

这是他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起到逝世止
,

都一直

保持党内高层职位的原因
。

无论在领导作风
、

道德规范
,

还

是价值取向方面
,

周恩来始终认为
,

团结是一个长远的
、

重要

的要求
,

只要经常接近群众
、

倾听群众意见
,

在某种程度上与

他们打成一片
,

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人一道斗争
。 “

团结就是

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

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

于在共同点上统 , 矛盾的人
。 ”

正是这种
“

调和主义
” 、 “

团

结
”

色彩
,

体现出周恩来所具有的和合文化的宽容
、

平和的

人格魅力
。

和而不同
。

周恩来和合精神强调人际交往的
“

和为贵
” ,



但并不是
“

和稀泥
” 、

抹煞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

因为中

华和合文化本身就是矛盾学说的体现
。

和合
,

是指不同的

元素或要素联系汇聚在事物的整体系统中
。

它是以元素或

要素的不同
,

即差异
、

矛盾乃至斗争为前提和内容的
。

孔子

指出
“

君子和而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
。 ”

他认为
,

君子和人交

接
,

纯乎道义
,

而不阿比
,

即使有个性差异
、

思想观点
、

处事方

式等不同之处
,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

小人和人交接
,

私心用事
,

结党营私
,

常有乖决之心
,

小人与小人只能同流

合污
,

而不存在正常的和谐关系
。

这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

也承认差异
、

矛盾
。

我们常说
“

求同存异
”

或
“

求大同
、

存小

异
” ,

这一
“

存异
”

的
“

同
”

或存
“

小异
”

后的
“

大同
” ,

已经不是

简单的等同
,

而是有机组合
,

即和合
。

周恩来和合精神中的

和而不同
,

首先体现在对敌斗争中
。

他在地下斗争和武装

斗争中无数次出生入死
,

曾亲自组织中央特科惩处叛徒顾

顺章
。

其次
,

这种和而不同还体现在建国后关于统一战线

的思想上
。

周恩来曾精辟的论述
“

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
”

是

我党处理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
。 “

我们只要是一

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
,

敢于揭露错误
、

批判错误
、

改正错误

的人
,

那就不怕监督
。

越是监督
,

我们越是进步
。 ”

周恩来对

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如此重视
,

正是从和合发展的动力

出发的
。

仁者爱人
。

周恩来的早年思想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
。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
“

仁
” , “

仁者爱人
” 。

周恩来经常沿用孔

子在 论语》中的两句话
,

一是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 二是

“

知之为知之
,

不知为不知
” 。

宽容和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

基石
。

没有宽容
,

就没有合作
,

就没有多样性 % 没有爱
,

就只

有仇恨和破坏
。

人类要进一步实现文明和发展
,

就应该有

更多的宽容和爱
。

宽容和爱是周恩来和合精神的要义之

一
。

如果借用周恩来自己的话
,

这种爱在总体上便是
“

以人

民的疾苦为优
,

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 。

也就是
“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

这就是他的至爱
。

他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
,

以他光辉的一生
,

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

毛泽东认

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其道德行为主体的标准是 一个

高尚的人
,

一个纯粹的人
,

一个有道德的人
,

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
,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周恩来处处表现出
“

毫

不利己
,

专门利人的精神
” 。

生前佩戴在胸前的
“

为人民服

务
”

徽章
,

是其一生努力奉献人民的真实写照
。

人际和谐
。

大学生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已形成了其交

往需要
。

美国作家罗曼
·

罗兰说过
“

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

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
” 。

美国心理学家卡耐基指出
“

一个

人的成功
,

百分之十五靠专业知识
,

百分之八十五靠
‘

人际

交往
’ 。 ”

现代企业管理非常注意管理者的人际交往能力
,

将

其作为选拔各级管理者的重要标准之一
。

对大多数人来说
,

人际交往的成败决定着事业的成败
。

周恩来的完美人格
,

是

建立在其完美的人际关系墓础之上的
。

在高度文明的现代

社会里
,

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和谐社

会
,

应是民主法治
、

公平正义
、

诚信友爱
、

充满活力
、

安定有

序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

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建

立
,

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一个子目标
,

是现代人才培

养的客观要求
。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种交往和互动

中进行
,

在交往中追求平等
、

真诚
,

在这种平等
、

真诚的交往

氛围中
,

每个成员都有自由发表意见
、

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

与权利
,

也容易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

利用人际交往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
,

有利于教育成果的转化
。

!∀&∋ 年 ( 月
,

周恩

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

出
“

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

一各级教育

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学生的思想状况
,

加强对学生的思

想政怡教育
” 。

周恩来指出
“

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强
。

今后

学校青年团的主要任务
,

就是要做好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工

作
。 ”

可见
,

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是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

观照周恩来的和合思想
,

我们认为个

人的潜能在一个相互理解
、

信任
、

相互关心的氛围中会得到

有效激发
,

尽管有时社会生括空间中的物质条件比较医乏
,

但由于人际关系融洽
,

能使人的内心充满光明和希望
。

相

反
,

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感情冷摸
、

认识分歧
、

相互冲突的环境

里
,

人在心理上易产生孤独感
、

压抑感
,

工作
、

学习效率低下
,

身心也会受到损伤
。

在大学生中
,

一部分人性格内向
、

孤僻
,

另有一部分人却是自命清高
、

瞧不起人
,

觉得别人无能
,

不值

得交往
,

也就是常说的
“

文人相轻
,

互不服输
” 。

周恩来强调

要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

以减少心理疾病
。

他曾批评

在生理卫生教育中
, “

很多学校总是进行一般的卫生教育
,

进行生理教育少
” 。

可见
,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需要
。

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会乐于与别人交往
,

其肯定的

态度 如尊敬
、

友善
、

信任等)若多于否定的态度 如仇恨
、

嫉

妒
、

僧恶等)
,

则总能关心所在集体  如学校
、

班级或团学组

织 )的发展
,

能够把自己摆到集体中去
, “

以人为镜
” ,

见贤思



齐
,

取得正确的自我意识
。

同时
,

既不过分地自我欣赏
,

也不

妄自菲薄
,

从而赚得他人的认同
、

尊重
,

乐于交往
,

形成良性

循环
,

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

周恩来的完美人格以和合精神为最高境界
。 “

高山仰

止
,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

心向往之 ∗
”

学习研究周恩来的和

合精神
,

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

指导当下大学生构建和

谐的新型人际关系
。

这种新型人际关系
,

演绎和彰显着鲜

明的时代特色
。

诚实守信 平等相待
。

今天
,

我们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

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大学生的性格
,

决定其人际交往

的基础只能是人格平等
,

以诚相待
。 “

善大
,

莫过于诚
” 。

热

诚的赞许与诚恳的批评
,

能使彼此间愿意了解
、

信任
、

倾诉
、

交心
。

爱国守法
、

明礼诚信
、

团结友善
、

勤俭自强
、

敬业奉献

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

就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诚
。

应要求大

学生向周恩来学习
,

在人际交往中尊重对方
,

不要自恃清

高
、

妄自尊大
,

要真心诚意
,

实事求是
,

在互相交流中尊重他

人
,

也要尊重自己
。

只有自尊自重
,

才能在尊重他人的同时
,

得到他人的尊重
。

只有诚实守信
,

才能肝胆相照
,

互相信任
,

人际关系才有坚实的基础
。

在与人交往中
,

要让别人得到

方便和好处
。

不能卷入是非矛盾
,

拉帮结派
、

搞小团体
,

而应

该在所有同学
、

老师之间
、

上下级之间
,

建立平等友好的关

系
。

自强不息
,

厚德载物
。

 周易》曰
“

天行健
,

君子以自强

不息卜
“

地势坤
,

君子以厚德载物
” 。 “

自强不息
” ,

就是要永

远努力向上
,

绝不停止
,

其主要内容有弘毅自励
、

居安思危
,

求真务实
、

革故鼎新
。 “

厚德载物
” ,

是先民从地势低顺
,

固

能负载万物之自然现象
,

领悟到人应效法大地
,

拥有广阔仁

厚的胸怀
,

用仁爱之心面对万物
。

就是要始终以和为贵
、

德

性淳厚
,

这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和合思想
。

周恩来

多次教育自己的晚辈
“

要不靠关系自奋起
” ,

努力自立自强
。

大学生应该焕发这种自强不息
、

刚健有为的思想
,

永远努力

向上
,

绝不停止
。

大学生应树立利他
、

奉献的人生哲学和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
,

这在人际交往中是不可缺少的
,

是处理人

与人之间利害冲突
、

是非对错的最高准绳
。 “

金无足赤
,

人无

完人
” ,

只有虚怀若谷
,

有包容心
,

才能较好地处理人际关

系
。

应教育大学生以周恩来为楷模
,

不过高要求别人
,

减少

误解
,

有豁达心胸
,

从而达到心理相容
。

团结协作 友好竞争
。

当下
,

大学生彼此间的合作不可

避免
。

社会的发展
,

事业的成功
,

取决于人与人的协调合作
,

需要团队合作精神
。

因此
,

要引导大学生以周恩来为师
,

善

于发现集体中各人的长处和不足
,

寻找差距
,

相互弥补
,

共同

发展
。

弘扬周恩来和合精神
,

就是要增进大学生的文化素

养
,

使其个性发展和社会规范趋于和谐统一
。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
,

一方面涉及到人与人之间
、

个人与集体
、

个

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
,

另一方面充满了竞争
。

对待利益问

题
,

过去多被人忽视的个人利益
、

集体利益得到了适当的强

调
,

人们开始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

不过
,

当相互间处于矛

盾时
,

应该用周恩来的和合精神加以协调
、

平衡
。

做到个人

服从集体
,

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

对待竞争
,

要有正

确的态度
。

在现代社会里
,

虽然互相合作是人际交往的主要

方面
,

但也应提倡人们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树立竞争意

识
,

要友好
、

平等竞争
。

大学生可以在竞争中
,

在适当的时

间
、

空间范畴中
,

张扬自我
,

表现个性
。

这样
,

才能形成良好

的新型人际关系
,

使社会在竞争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

“

爱人者
,

人恒爱之
” 。

应引导大学生朝着这个方向前

进
,

使之觉得人际交往是一种自然与轻松的事
,

充满信心地

塑造一段完美的大学生活以及今后的人生
。

从这个意义上

看待以和为贵的周恩来和合精神
,

我们认为其源远流长
,

博

大宽容
,

愈益焕发勃勃生机
,

映现新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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