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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生前曾提出一系列关于青年的思想
,

对青年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以及青年成长
、

发展的内在

规律
,

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
,

其观点相互关联
,

彼此补充
,

内

在统一
,

形成了严密的青年观体系
。

探讨和研究周恩来的

青年观
,

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

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青年政治观

周恩来提出的青年政治观
,

和他青年时代就遵奉的誓

言一样
,

那就是
“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了
,

并月
�

很坚决

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 ”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
,

他指出
,

“

我们中国的青年
,

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
,

而且

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
。

救国
,

建国
,

我想
‘

任重道远
’

这

四个字
,

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 ”

他进一步指

出
, “

一个人不能 自卫
,

便不能做人
,

国家也是这样
 , ” “

我们

青年不仅仅有今天
,

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
。

他不仅管 自己

的一生
,

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
,

他的后代
。

今天的青年不

仅要问
,

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 ! 而且要问
,

在抗战的胜

利取得后
,

怎样改造中国
,

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
、

民主的
、

共

和的国家
。 ”

显然
,

中华民族要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当代青年就要义不容辞地把国家和 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
。

只有这样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大有希望
∀

周恩来认为
,

我们青年要学习毛泽东
,

就是要
“

一
、

坚持

方向 !二
、

实现方向
。 ”

并且
“

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
,

不仅要

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
、

原则
、

真理
,

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

政策
、

策略
。 ”

就是要把普遍真理具体化
,

运用到中国的土壤

上
。 “

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
,

就必须认识这个

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
。 ”

今天
,

我们加强对青年的理想

信念教育
,

目的就是要求不仅要了解党在现阶段的理论
、

路

线
、

方针
、

政策
,

而且要学习了解党的历史
,

学会用历史的
、

辩证的
、

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党发展的厉史
,

这样才能确

立正确的政治观
。

二
、

青年学习观

周恩来认为
,

青年要学会学习
,

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

本领
。 “

我们入党入团以后
,

要很好地学习
,

开展批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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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学习毛泽东
,

就是
“

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

在态度
、

作风上
,

也就应该老实
,

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

习气
” ,

就是要学会
“

说真话
,

鼓真劲
,

做实事
,

收实效
。 ”

青年

人要做的事情很多
,

但重要的还是要学会学习
,

学会工作
,

“

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
。

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 中
,

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地展开
。

我相信
,

只要我们肯
,

在任

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
。 ”

当然
,

学习要管用
,

也要与时俱进
,

这样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 “

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

地学习
,

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
,

各种专门科学技术
,

都需要学习
。 ”

学习要
“

读马克思
、

列宁

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
,

但也要读历史
、

地理
,

读哲学
。

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
、

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
,

知识面

越来越狭窄
,

这不行
,

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的
。 ”

周恩来指出
∀ “

青年人要学习
,

就要听各方面的意见
,

然

后加以集中
。 ” “

我们要各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地方
,

去发扬

我们自己的长处
,

去学习
,

去工作
。 ”

但是
, “

这并不是说我们

得抛弃以往的学习
,

而是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
,

去发扬光大
,

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
,

去把知识活用
。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学

习才有意义
,

我们青年服务社会的本领才会不断增强
。

三
、

青年教育观

周恩来强调
,

教育者要担负起引导青年的责任
。 “

我们

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
,

也不应该陷入

�



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
,

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

弯路
,

少碰钉子
。

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 ” “

对学习社会科学理

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
,

中学毕业后
,

不需要

专门劳动两年
,

可以直接上大学
,

边学习
、

边劳动
。 ”

他特别

指出
,

对于政治工作人员的选拔与培养必须慎重
。

必须集

中全国优秀的政治工作人材
,

必须不断地培养全国前进的

青年干部
,

分到全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组织中去
,

才能保障

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
。

这些教导
,

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青

年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周恩来认为
,

要团结
、

帮助和提高落后的青年
。 “

对那

些有迷信的青年
,

落后的青年
,

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

年
,

我们不要抛弃他们
,

要去教育他们
。

我们青年要互相学

习
,

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
,

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
。 ”

对于
“

那种庸俗低级的
、

野蛮恐怖的
、

堕落腐化的东西
,

是资

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
,

我们应该坚决批判
,

坚决反对
,

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
,

容忍它
。

这些东西不仅对我

们不利
,

对青年一代成长更为不利
。

⋯⋯决不能让那些糟

粕影响我们的干部
,

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
。 ”

当然
,

青年也要
“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

支持健康有益文化
,

努力改造落后文

化
,

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 ”

这样才能弘扬和培育起我们的民

族精神
,

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观点
。 “

我们以我们的思

想教育大家
,

但是你们可以听
,

也可以不听
,

可以接受
,

也可

以不接受
,

可以自由选择
。

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
,

领导

的态度
,

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
,

合作的态度
。 ”

对青年进

行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和政策的教育
,

不能只讲好的
,

不总

结历史的教训
。 “

团结教育青年
,

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

的好主张
,

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
。 ” “

我们向社会主义
、

共

产主义社会前进
,

每个人要在德
、

智
、

体
、

美等方面均衡发

展
—

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
。 ” � 这才是教育

人
、

引导人的正确方法
。

四
、

青年工作观

青年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

周恩来在抗战极其艰苦的

岁月就曾指出
, “

有作为的青年们
,

因此必须有组织地
,

直接

地下乡动员群众
,

使农村壮丁勇敢地
、

自动地到前线去
。 ”

“

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分散到群众中去
,

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

里去
,

那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
。 ” “

我们去工作
,

我们要克服

任何的困难
,

我们要解除任何的疑团
,

我们是勇敢的
,

沉毅

的
,

艰苦的
,

深刻的
· ·

一我们是抗战的支柱
。 ”

他曾关切地指

出
, “

还有这样的同志
,

见了党内的人和团内的人不怕
,

可是

怕见生人
,

就象小姑娘一样
。

怕什么呢 �
”

青年要克服这样

四

的不足
, “

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
,

才能增加自己的勇

气
。 ”

青年要学会永不气馁
。

周恩来说
, “

我们要兢兢业业
,

力求少犯错误
。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不要重复错误
。

青

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
,

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
。

碰了钉子

后
,

不要气馁
。 ”

他又说
, “

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
 
一种教

训是看不起别人
,

脱离群众 !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
。

这是我

们青年人的
‘

敌人
’ 。

我们应该排除急躁
、

骄傲
、

气馁
、

灰心
、

丧气
,

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
,

老老实实
,

实事求

是
,

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 ”

青年要学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
。

他指出
 “

这一

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里
。

要在

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
,

锻炼得强健起来
。 ” “

我们想
,

在

积极方面
,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
。

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

年锻炼得更伟大
,

前程更远
。 ”

今天
,

在世界一体化
、

经济全

球化浪潮的冲击中
,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

我们青

年人能不能高扬旗帜
,

坚定理想信念而不蜕化
,

这就是对青

年最严峻的考验
,

也是青年最难得的机遇
。

青年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
。 “

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

谈
,

而是要实行
。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

过
, ‘

少说些漂亮话
,

多做些 日常平凡的事情
’ 。 ”

周恩来还

说
, “

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
,

这样不行
,

应该在千军万

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
,

脚及教育人家
,

向人家学习
,

团结最广

大的人们一道斗争
,

这样才算有勇气
,

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

我们青年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
。 ”

五
、

青年人生观

青年要学会辩证的看待问题
。

周恩来说
, “

一个人生着

两个耳朵
,

能听话 !生着两只眼睛
,

能看东西 !生着两个鼻子
,

能闻味
。

听话
,

能听正面的
,

也能听反面的 !看颜色
,

能看白

的
,

也能看黑的 !闻味
,

能闻香的
,

也能闻臭的
。

所以
,

人体的

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
。

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
,

辨别

是非
,

从青年的时候起
,

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
。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思想
、

观念才会在实践中提升
,

我们解决矛盾问题的

本领才会在实践中不断增强
。

青年要克服急噪冒进的缺点
。

在实际工作中
, “

要想把

领导者的觉悟
、

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
,

需要经过教

育的过程
,

说服的过程
,

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
,

等待群众

的觉悟
。 ”

这对青年来说很有针对性
。

年轻人在工作中有满

腔热情
,

但是
,

往往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急躁
,

缺乏工作的忍耐

力
,

周恩来的谆谆教诲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汲取
。

青年要学会严以律己
,

宽以待人
。 “

青年人一定要非常



谦虚
,

不要骄傲
,

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
,

事情还做得很少 ! 同

时
,

我右胚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
。

这就是说
,

对自己应

该自勉自励
,

应该严一点
,

对人家应该宽一点
, ‘

严以律己
,

宽以待人
’ 。 ”

他郑重地提醒青年
,

要尊重老年人
。

向老年人

学习
,

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
。 “

如果说要互相尊重
,

首先要

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
。 ”

六
、

青年组织观

要重视青年的组织建设
。

周恩来说
,

要信任青年
, “

团

应该成立小组
,

现在指定成年人做青年工作
,

即以之为团的

小组
,

这个办法是不好的
。 ”

他又说
, “

过去将党与团合并在

行委组织之中
,

不再存在团的独立组织系统
,

这是错误的
。

团是非党的组织
,

必须容许其存在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工作
。

团从支部起直到 中央
,

参加党的行委组织是加重其政治责

任
,

而不是与党合并
。

团本身的组织与工作系统
,

仍应存在
。

过去的办法
,

你们应有所改正
。

尤其是青年工作
,

更须督促

团加紧注意
。 ”

在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的过程中
,

重温周恩来的论述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要发挥青年组织的作用
。

周恩来提出青年联合会要发

挥作用
,

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 “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

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
,

推动与教育他们
,

共同学习
,

共同

提高
,

共同前进
。 ”

他还说
“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

题
,

对党来说
,

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 !对青年团来

说
,

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
。 ” “

党也好
,

团也好
,

过去

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
,

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
,

是青

年团员
,

就放心了
,

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一听说是非党员非

团员
,

马上就另眼相看
。

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

的
。 ”

我们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尤其值得记取
。

抗战胜利了
,

周恩来认为
, “

青年团的任务也加重了
。

别的不说
,

就拿青年学生的教育
,

⋯⋯这方面
,

青年团就有

工作可做
。 ”

他尤其告诫团代会的代表
, “

今天你们所代表

的
,

不是几百万青年
,

而是几千万青年
。

那就要请你们考虑
,

共产党不能冒味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
。 ”

党的主张需要青年学生去宣传
,

党的路线
、

方针和政策需要

青年学生去贯彻执行
,

当然
“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着最光荣的

传统
, ”

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
。

探讨和研究周恩来的青年观
,

目的在于希望青年在周

恩来青年观的指导下
,

健康地成长起来
,

努力地成熟起来
。

我们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也相信
,

当代朝气蓬勃的青年
,

在

周恩来青年观的鼓舞
、

激励和指导下
,

一定能在复杂多变的

国际国内环境中
,

认清方向
,

明辨是非
,

把握大局
,

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担当重任
,

不辱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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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 国 ∗福州 ,船政文化研讨会将召开

为纪念船政创办 #+( 周年
,

福建省及福 州市有关部 门拟开展 系列纪念活动
,

其 中一项是于今年 #& 月中旬召开
“

船政创办 #+( 周年纪念会暨第三届中国 ∗福州 ,船政文化研讨会
” 。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
“

弘扬船政文化精神
,

构

建海峡西岸经济区
,

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
” 。

围绕该主题
,

组织专家学者继续挖掘船政文化 内涵
,

弘扬船政文化精

神
。

具体而 言
,

将围绕 以 下专题展开研究
∀
新的船政史料的挖掘

、

发现及研究 ! 船政人物及其历 史作用的研究 ! 历届

船政大 臣经营管理思想的研究 !对船政人才培养方法的研究 !对船政引进人才和技术
,

发展近代科技的研究 ! 弘扬船

政文化精神
,

继续深化改革
,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 ! 弘扬船政文化精神
,

促进福州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的研究 ! 弘

扬船政文化精神
,

促进 自主创新的研究 !船政文化 内涵与福州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