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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研究

关于周恩来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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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周恩来精神的提出及其特定学术内涵的确立,周恩来精神内涵的概括、实质的解

读,周恩来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以及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念体系的关系等问题,是周恩来精神研究一系列重大问题。周恩来精神的专题研究和综合

研究,是周恩来研究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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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研究的重要成果

  周恩来逝世以来,周恩来研究涌现了许多

重大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关

于周恩来的基础研究:包括传记、年谱、文集,也

包括周恩来业绩家世研究,这方面中央文献研

究室和淮安、南开大学的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是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包括 !一个者、
三个之一、四个家 ∀及李琦提出的 !五大桂冠 ∀
(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

界伟人 ), 其标志性成果是江泽民的 !主要助
手 ∀说,即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周恩来

诞辰 100周年大会上,确认周恩来在中共第一

代领导集体中,是毛泽东的 !主要助手 ∀。当然
这里包含了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贡献:邓小平主

持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周恩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

中的排序调整为紧挨毛之后的第二位;杨尚昆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周年前夕,著文认定毛

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周是名副其实的副帅。其

三就是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如果说一些回忆

性、纪念性文章不能算是研究,而是宣传 (这当

然也是必要的 ),传记、年谱、文集、家世等研究

仅是基础研究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历史定位、

周恩来精神的研究,标志着周恩来研究迈向学

术性、攀登高层次的开始。

二、周恩来精神的提出

及特定学术内涵的确定

  周恩来精神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首倡之

功应归内蒙古民族大学刘济生教授,他的 #论
周恩来精神 ∃一文,发表于 #毛泽东思想研究 ∃
1991年第 3期。在这篇文章中,刘教授指出周

恩来精神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价值,是周恩

来理想、思想、道德、意志、品格、作风的总和。

他认为周恩来精神内容十分广泛,他只是提出

一个大概的轮廓 [ 1]106 111。

刘教授那么早就对周恩来精神作出如此有

见地的概括,实属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是,正

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在周恩来逝世最初的 15年里,人们常常提起

!周恩来的精神 ∀,当刘教授把 !周恩来精神 ∀的
命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很多人还莫名惊诧。时

至今日,一些喜欢察言观色的政治敏感者,还在

窃窃私语: ! %周恩来的精神 &到 %周恩来精神 & ,
这里的玄机∋∋∀2006年一家有影响的刊物硬

是将几篇纪念周恩来逝世 30周年文章中 !周恩
来精神 ∀的提法改为 !周恩来的精神 ∀;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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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媒体在处理一篇宣传某高校办学经验的稿

件时,就是不让提 !以周恩来精神育人 ∀。
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讲话,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周恩来精神这一重大

命题的确认。虽然他论述周恩来精神是从 !理
想同脚踏实地工作作风 ∀、!对上负责同对下负
责 ∀、!原则性同灵活性 ∀这三个结合的角度,更

侧重于阐述周恩来精神的特点,但这毕竟代表

中国最高层对周恩来精神的关注,尤其是他肯

定了周恩来的 !杰出功业和伟大精神 ∀, 对于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所具有的 !继续鼓舞全党同志和
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的重大意
义,这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周恩来、宣传周恩来、

弘扬周恩来精神的强大推动力,其意义是不言

而喻的。

石仲泉先生对周恩来精神特定内涵的确立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 #论 !周恩来精神 ∀ ∃
一文中强调了 1992年他在 #周恩来的卓越奉
献 ∃一书中所写下的一段话: !在我们党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对中国

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发生影响。这样讲,

既丝毫不意味着要有意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

们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 %思想 & ,毛泽东
没 %精神 & 。∀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因为他们

俩在这一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共事时间最长,对

党的历史发生影响的时间也最长,毫无疑问,这

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

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影响比其精

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

影响比其思想理论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姑且

以 !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 ∀来表明他们
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 [ 2] 27。我们撇开石仲泉

先生担心 !另生枝节 ∀所作的一些说明,抓住其

中的要害,有两点对后来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影

响很大。其一是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并提,把周

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对应。毛周并提始于

邓小平,把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对应始

于石仲泉;其二是提出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

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两大

精神财富的命题。正是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才

赋予了周恩来精神特定的内涵, 也才使 !周恩
来精神 ∀这个命题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一个突出
的重大命题。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精神的研

究才成为近十多年来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

周恩来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 [ 3]。由于

石仲泉先生的这一贡献,有人将周恩来精神的

首倡之功归之于刘济生、石仲泉两个人,这不能

说没有道理。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研究,还有一位有突出

贡献者, 那就是梁衡先生。他的 #大无大有周
恩来 ∃[ 4]可以说是唱绝人寰的历史性瑰丽篇章,

是周恩来逝世以来周恩来研究的一项重要成

果。他的这一成果与前面所说的刘济生、石仲

泉二位的成果,共同成为近十多年来周恩来精

神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梁先生的这篇论文,有

人不把它看成学术论文,而把它看成政治散文。

我认为学术论文有三大类,一类是资料见长者,

一类是观点见长者,再者是二者兼备者。梁先

生的文章没有什么鲜为人知的资料,但他以大

无大有这个价值的视角,揭示了周恩来精神的

深刻内涵,这篇论文是观点见长的典范。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 !周恩来的精神 ∀还是 !周恩来精神 ∀,认识
并不统一,王家云等同志已经阐述了这个问题。

江泽民在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讲了 !周恩来的精
神 ∀,多数同志认为这是江泽民代表全党、顺乎
民意,认可了周恩来精神。也有人不这样看,认

为 !周恩来的精神 ∀与 !周恩来精神 ∀内涵上存
在着原则的区别,这就是直到目前,理论界、学

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的焦点,前面提到

的一些现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微妙性。问题

的要害在于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并提,把毛泽东

思想与周恩来精神相对应,成了敏感的政治问

题,这当然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研究者的关注,

不应使之成为一种政治倾向。但是不是敏感就

不能研究,我们能不能运用我们的智慧,从理论

上、学术上来把握分寸,在不触及政治红线的范

围内,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是可以

的,也是应该的。这个问题下文再专门讨论。

三、关于周恩来精神内涵的概括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内涵, 目前众说纷纭。

刘济生教授首提周恩来精神时,从六个方面作

了概括,后来又在#解读周恩来 ∃一书中补充为
九个方面:献身共产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和国际

主义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协调

精神、创新精神、高尚的道德、优良的作风。石

仲泉先生在 #论 !周恩来精神 ∀ ∃中,对周恩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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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从八个方面作了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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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5 26。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

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题节目中播出王家

云同志的 #试论周恩来精神之内涵 ∃[ 5] ,该文从

十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内涵:积极进取精

神、刻苦好学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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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精

神。有同志认为他的概括比较精当,但也有人

对其中唯物辩证精神的提法,积极进取精神与

刻苦好学精神等在概念的厘清方面,是否有重

复、牵扯等方面提出质疑。关于周恩来精神内

涵的概括,你为什么是八个方面,他为什么是十

个方面,根据是什么? 是越多越全面,还是越少

越精当? 一时间说不出可供把握的道道来。

拙作 #论周恩来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一
文 [ 6],力图打破这方面的僵局。该文对周恩来

精神的内涵,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务实精神、

奉献精神、公仆精神、和合精神、严细精神、修身

精神。 2003年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就这样的

概括有过一段说明:上述六种精神,作者认为已

经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内涵。理

由是:务实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包括与时

俱进和创新精神,诚信精神,愚公精神,尊重群

众精神等,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的基本精神;奉

献精神,包括牺牲精神,克己奉公、顾全大局、任

劳任怨、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无私精神,这是

一切以天下为己任,以服务人民大众为人生追

求的志士仁人,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基本精神;公

仆精神,这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那种 !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 ∀, !俯首甘为孺子牛 ∀,吃的是草,

奉献的是奶和血的为民服务精神;修身精神,这

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核心是以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为基本

内容的加强自身修养的可贵精神,包括进取、勤

奋、好学、谦虚、谨慎、守纪、自律、善于总结、善

于自我解剖,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多才多艺、

坚强、坚韧,能够在不同条件下,不负人民重托,

为党为国尽职的精神;和合精神,这是周恩来最

富个性特色的精神,即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善于与人相处,与人合作,善于协调,把大家

和谐地团结起来,共同工作;严细精神,包括严

肃认真、勤恳踏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细致周

到的负责精神。前四种侧重于一切伟大人物、

中华民族精英人物的共性精神;后两种侧重于

周恩来个性特色。不论是侧重共性还是个性,

在周恩来身上,都更高、更集中、更典型 [ 7]。这

样的概括不论是否恰当,但我以为有一点是应

该肯定的,那就是在周恩来精神内涵的分析与

界定上,力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注意讲究逻辑

性,体现周恩来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务实精神是唯

物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具特色的精

神,奉献精神是志士仁人尤其是共产党员最具

特色的精神,公仆精神是好官尤其是共产党领

导干部最具特色的精神;修身精神是一切有责

任心的君子、好人,尤其是周恩来这样的克己奉

公的伟人最具特色的精神,周恩来是马克思主

义者、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干部,人们心目中

好人、君子最杰出的代表,务实精神、奉献精神、

公仆精神、修身精神再加上最具周恩来个性特

征的和合精神和周恩来最典型的工作作风严细

精神,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周恩来精神的

内涵了。

四、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理解

  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往往得出不同的结

论。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理解, 也是如此。

石仲泉先生认为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周恩来
精神的真谛 [ 2] 23。这样来理解周恩来精神的实

质,当然是对的,但作为研究者,并不满足于此。

由于分析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就会带来认识

上的差异,这是目前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理解

诸多差异的基本原因。

诚如刘济生教授所说,周恩来精神的内容

十分广泛,以单一的视角来考察、审视,很难全

面把握。这里我们来比较前文提及的三位专家

的视角和结论:

( ( ( 梁衡先生 !大无大有周恩来 ∀,主要是
从价值的视角, 突出周恩来的 !无私 ∀和 !爱
民 ∀,爱心博大,覆盖党、国家和人民,唯独心中

没有他自己。

( ( ( 刘济生先生从九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精
神,但他还认为不够全面, 只是概括了一个轮

廓。他指出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至善至美,是

我们倡导所有精神中文化底蕴最深的、价值范

围最广的一种精神 [ 1] 122。周恩来精神是 !一种
广泛的文化现象 ∀,仅从道德上,或仅从政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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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上,或仅从品格上去理解,就会肢解这一恢

宏、博大、至善、纯真完美的价值体系 [ 1] 121。他

还说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至善至美、超凡脱

俗、感人至深,可谓纳天地之正气, 成古今完

人 [ 1]116。周恩来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不

是抽象物,不是任何时代都能产生的,也不纯粹

是个人修养的产物, 而 !是人类文明积累的成
果,是时代的产物 ∀ [ 1] 1161,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的

视角,人文的视角。

( ( ( 石仲泉先生把周恩来精神作为毛泽东
思想对应物来考察,还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周恩来精神 !三位一体 ∀的观点 [ 2] 30,强调

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弘

扬周恩来精神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侧重于政治的视角。

我们只要仔细地品味这三位专家的视角,

就会体会到他们有区别也有共同点。梁先生更

侧重于价值, 他甚至极言, !实践 #共产党宣
言 ∃, 150年来,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

美, 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 周恩来是第一

人 ∀ [ 4] 45。但他论述 !大无大有 ∀时,却又多从文

化的角度,比如写周恩来贵为总理,出国时总带

一特殊箱子,人家误以为其中藏着机密文件,其

实是他换下来需要缝洗的衣服,装在里面,送大

使馆缝洗,而不愿 !家丑 ∀外扬,揭示拥有倾国

之权的总理恪守平民标准和那震撼人心的 !平
民灵魂 ∀;从中国人爱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
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的习俗,写周恩来生而无

后,但他为关爱烈士的后代,送烈士的子女去苏

联,只求学,不上前线,他与斯大林 !恐怕是当
时世界上两个最大人物,达成了一个最小的协

议 ∀ [ 4] 35;写周恩来以坚定的党性和人格凝聚力,

消除了党内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 [ 4] 39,借用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话称颂周恩来 !他可能
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 ∋∋这些在
体现作者价值视角的同时,明显的文化视角的

倾向。石仲泉先生更侧重政治的视角,但他也

并不排斥文化、道德视角。比如他认为 !周恩
来精神不应当视为单纯的道德主义的概念 ∀。
他还认为,人们用最好的词汇称颂周恩来,这不

单纯是一种评论,还表现了一种寄托 [ 2] 28 29。他

以 !立功、立德、立言 ∀是 !不朽的盛事 ∀作为周
恩来精神论述的引言,表现了一定的文化和道

德视角的倾向。不过这样的比较,仅仅是相对

而言,不一定很准确。我们这样分析和区分,只

是从他们考察、解读周恩来精神的实际,揭示他

们各自的特点,并从中引出下面的话题。

考察、解读周恩来精神实质,常见的几种不

同的视角:

( ( ( 价值的视角,也就是从功利的角度,认

为周恩来是志士仁人。古代有 !克己复礼 ∀的
志士,当代有周恩来式的 !克己 ∀,为实现共产
主义不惜牺牲一切的 !志士 ∀;古代人讲 !舍生
取义 ∀,周恩来是忍辱负重、超越一切舍生取义
的志士仁人。

( ( ( 道德的视角。就是从 !善恶 ∀的角度,

把人区分为 !君子 ∀与 !小人 ∀,君子坦荡荡,小

人常戚戚。这是儒家衡量人的基本尺度,从这

尺度出发,认为周恩来是大君子,是道德高尚的

人、是圣人、是完人。

( ( ( 文化的视角。就是从人之所以为人最
基本的尺度出发,把人分为好人、坏人。文化的

角度,就是人文的角度,核心是人性的角度,人

道、人伦的角度。陈晋先生认为周恩来是伟人

与好人的统一,他提倡从人脉、从 !情商 ∀的角
度来认识周恩来精神的实质 [ 8],就是典型的文

化视角。

可以说这是人们理解、考察、解读周恩来精

神实质的几种基本角度。前面所举梁衡、石仲

泉两位专家的视角:价值的视角、政治的视角,

都是功利的视角,属价值的范畴;刘济生与陈晋

两位专家侧重于人文的视角。

问题是 : 这样的区分只是就一般人的习

惯而言 , 并不 !很科学 ∀。事实上 ,从厘清概

念来说 , !文化 ∀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道德、
价值、政治、伦理、习俗, 等等 , 这就带来了

以文化、道德、价值的视角解读周恩来精神

实质时 , 相互交叉、相互牵扯的问题。这从

刘济生教授对石仲泉先生观点的理解上可

以看出来。刘教授说 : !周恩来精神就是一
种价值 , 一种文化现象 , 那种把这一精神看

成是道德的观念显然有些窄了, 也有人把

周恩来精神解释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榜样 ,

那无疑抽掉了他的精神的文化内涵和历史

感。∀ [ 1 ] 357周恩来精神是具有永久意义的价

值体系 , 它是周恩来在长期战斗生活中的

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品格、工作作风所

体现出来的价值 [ 1] 104。他不赞成把周恩来精神

看成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范型,他批评 !立德就
是周恩来精神 ∀观点的片面,指出立功、立言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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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现精神 [ 1] 103。这当然是对的, 但这段话中

显然有对石仲泉先生的误解。石仲泉先生虽然

从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出发,论述他关于周

恩来精神实质的理解,他虽然说过,从某种意义

上说, !周恩来精神是共产党的道德精华和民
族性的高度统一 ∀ [ 2] 20,但他同时也指出,周恩来

精神不应当视为单纯的道德主义的概念 [ 2] 28。

可见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会出

现这理解上的误差呢? 深究起来,问题就出在

审视、解读周恩来精神的视角上。刘先生侧重

人文即文化的角度,石先生侧重政治即价值的

角度,而这两个角度在概念上又是相互牵扯的:

政治与狭义的文化可以并列,但它统属于大文

化概念,价值也统属于大文化的范畴,而狭义的

文化也体现价值。而且道德观与价值观,又是

大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概念上的牵扯,必然带

来认识与解读时的牵扯,这就是目前关于周恩

来精神实质理解上相互牵扯的基本原因。

那么,到底应如何概括周恩来精神实质呢?

应该承认,刘济生教授是较早从人文的视角解

读周恩来精神实质的,他的解读比较深一些,全

面些。概括刘教授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观

点,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周恩来精

神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价值体系;其次他认

为周恩来精神是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周恩来的

行为体现出来的, !是他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
出来的理想、思想、道德、意志、品格、作风的总

和,因而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 [ 1] 105。我认为他

的这一解读是比较全面的,但需要作少许补充。

其一,周恩来精神还是一种范型 ( ( ( 既是周恩
来思想、理想、道德、意志、品格、作风 ∋∋行为
的范式化,又是传承者学习、效法的价值范型、

人文范型,周恩来精神是这两种范型的统一;其

二,周恩来精神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它既是周恩

来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所凝聚起

来一种心理寄托的外化、具体化;而且也是传承

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追求的寄托,是一

种美好愿望理想化、偶像化的结果。石仲泉先

生曾指出,周恩来精神还表现了一种寄托 [ 2] 29,

周恩来精神的实质也是这两种寄托的辩证

统一。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精神的实质应强

调如下几点:

其一,周恩来精神首先是共产党人精神的

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思想、理想、理念、道德、

情感、意志、智慧、品格、态度 ∋∋思维方式、行
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周恩来对理想的追

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所凝聚起来的一种心理

寄托的外化、具体化,是精、气、神的统一,是公、

廉、威的统一,是非权力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

力;又是传承者借助周恩来精神所表达出来的

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对种种美好

愿望的寄托,周恩来精神是这二者的统一。

其二,周恩来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产物,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实践的产物。所

以周恩来精神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孪生物,又是

毛泽东思想的衍生物。衍生物决定了它统属于

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孪生物又决定了它相对于

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特

殊性。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共同

的特征,区别在于毛泽东思想具有逻辑体系性,

是以概括本质的概念来表达的;而周恩来精神

具有过程性特征,它是通过现象,主要是周恩来

的行为来表达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

!言传 ∀的问题,那么, 周恩来精神解决的则是

!身教 ∀的问题,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其三,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

西方主要人文精华在周恩来这个伟大共产党

人、共产党领导干部、共产党领袖人物身上的升

华;是共产党人党性的人文精华与民族性的人

文精华的高度统一,是伟人、!圣人 ∀情怀与平
民心目中的 !好人 ∀情怀的高度统一。因此,周

恩来精神具有时间、空间的普适性。这就是周

恩来精神广为传颂、经久不衰的本质原因。

其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精
神的实质 ∀,这样的概括抓住了周恩来精神实
质的要害。文化现象都有核心价值,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就是周恩来精神的核心价值。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切先进文化、尤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

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弘扬周恩来精神,不仅是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最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

!构建 ∀找到了最有力的 !抓手 ∀,为 !构建 ∀提
供了一个最富说服力、影响力、感召力的榜样和

楷模。

五、关于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涉及。我认为,周恩来

精神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是放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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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前提下来认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

了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我们一般把毛泽东

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概括为毛泽东思

想,所以,毛泽东思想涵盖周恩来精神,这是

其一。

其二,周恩来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以毛

泽东思想为对应物。这是石仲泉先生的贡献,

他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

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

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

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

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 !毛泽东的思想、
周恩来的精神 ∀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所侧重
的方面。

其三,突出周恩来精神的影响力。王家云

等同志指出: !上世纪三大革命产生三位领袖
代表之说,一是为了简化历史的复杂性,二是就

当时的最主要的历史作用来看的。不过,如果

不仅回溯历史的具体,再展望历史的未来,我们

可以看到,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个人对当

时和行将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力 (特别是对广大

民众和干部的影响力 )来看, 又不得不单独突

出周恩来的巨大贡献,这不仅仅是由于周恩来

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领导层中在位时

间最长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主要的是他在漫

长的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完美精

神、人格魅力对人们所产生的强烈而持久的震

撼力。革命不仅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也是灵

魂的净化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传

承给我们的,不特是一个新中国,还有如何建设

新中国而应学习的某种精神。周恩来精神是第

一代领袖们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而又未能引起

我们充分重视的财富。这是周恩来精神不能归

结为毛泽东思想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因为思

想侧重于理论层面,强调的是对全局大政方针

的影响力,而精神侧重的是人格道德实践层面,

强调的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力。∀ [ 9]

这里引述王家云等同志书稿中的这一大段

话,是因为这一大段话不仅充分说明了周恩来

精神能够独立存在的理由,而且我们还能就此

引出新的结论。革命有两大功能:历史的火车

头,灵魂的净化器。中国革命作为 !历史的火
车头 ∀概念化、范式化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而

作为 !灵魂的净化器 ∀概念化、范式化的结果是
井冈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愚公精神、方志

敏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黄继光精神、

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周恩来精神是这些
精神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体现。所以,周恩

来精神的实质,从哲学层面上来概括,是 !历史
净化器 ∀的概念化、范式化、典型化。我们也可
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毛泽东思想,在

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井冈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愚公精神、方志敏精神、张思

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黄继光精神、雷锋精神、焦

裕禄精神∋∋周恩来精神是这些精神的集中体
现。所以我们说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的集中体现。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恩

来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实践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涵盖周恩来精神。但是,周恩来精神又有其独

立存在的理由,有着毛泽东思想不能完全代替

和涵盖的内容,毛泽东思想与周恩来精神就是

这样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辩证关系。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来进一步阐述周恩来

精神研究的重大意义。如果说从历史性的社会

变革的角度、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我们找不到能

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相对应属于周恩来自

己相对独立的位置,那么从精神丰碑、精神偶像

的角度,周恩来可以与周公旦、孔子、诸葛孔明、

圣雄 )甘地相媲美, 与一切历史伟人相媲美。

周恩来研究开拓了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的新领

域、新空间,它找到了周恩来在中国历史长河

中,可以与毛泽东、邓小平相对应属于他自己的

独立存在的形式和概念,一种独立存在的话语

系统。其次是周恩来精神的研究,使人们对周

恩来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认识,对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的认识,对周恩来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以后的中

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六、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我们如此解读周恩来精神,会不会使

周恩来偶像化、神化。

这个问题,在论述周恩来精神的不少专家

的文章中提出过。我以为,是不是偶像化、神

化,关键在于是否迷信。我们理性地、实事求是

地概括周恩来精神,恰如其分地界定其内涵,实

事求是地给出它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它对今后的

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这是对先进文化的坚持

与弘扬,与迷信无关。弘扬先进文化,往往借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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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先进文化代表人物如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

物毛泽东、周恩来精神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推

崇。这种推崇过分了,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

崇拜、迷信,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有沉痛教训的。

所以弘扬周恩来精神要防止偶像化、神化,这是

完全必要的。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现过不

适当地抬高周恩来的倾向, 90年代以来也出现

过不适当地抬高周恩来精神的倾向;有人不能

容忍说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有人甚至不以提周

恩来精神为满足,还要提 !周恩来思想 ∀;还有
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 !周恩来理论 ∀,云
云;这都是不适当的。避免周恩来和周恩来精

神的偶像化、迷信化,最好的途径是实践。周恩

来精神是实践的产物,弘扬周恩来精神要通过

实践来体现。脱离实际的弘扬的必然结果就是

迷信,这是我们时时应该注意的。由 !周恩来
的精神 ∀到 !周恩来精神 ∀,这是周恩来精神概
念范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偶像化的

过程。尚美心理与偶像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心

理现象。积极的精神偶像是有意义的,甚至是

必须的,必然的。消极的精神偶像是愚昧的、有

害的。有人扬言要 !推倒周恩来这中共最后一
个精神偶像 ∀, 我们要维护这一精神偶像。维
护的最好办法是防止这一偶像消极化,就是要

防止神化、迷信化,而应该人化、具体化、实践

化。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理性上承认周恩来

是人不是神,只是他比一般的好人、一般的先进

人物、一般的共产党人更高、更集中、更典型,周

恩来精神是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体现;二

是学习 !周恩来精神 ∀不是要把 !周恩来精神 ∀
当作坐而论道 !虔诚教徒们 ∀口中的教义,而是

把周恩来精神具体化为自己的行动,使周恩来

的形象时时、处处成为自己的楷模。

第二,领袖人物之间能不能论短长。

这个问题由石仲泉先生提出,前文已引石

先生的话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精神风
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

比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 姑且以

%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 &来表明他们对
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 ∀。尽管石先生煞费苦心
如此婉转地表达他的意思,但是仍然有人对他

的这一比法提出异议。王家云等同志书稿中对

此评论说: !也许作者并无在毛泽东与周恩来
之间比出高低的意思 ∀,但 !提出这样的比较容
易产生两种错觉,一是比领袖人物贡献大,二是

产生才德来区分领袖人物的错觉 ∀。我比较赞
成王家云等同志的观点,对领袖人物不宜进行

不严肃、不实事求是的比较,因为领袖人物的问

题一般比较敏感,不严肃、不实事求是的比较容

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石仲泉先生力图婉

转,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应该说这方面大多数

人没分歧。但话又说回来,领袖人物之间不是

绝对不可以比较,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又是

必要的。因为有比较才有认识,有深入的比较

才有深入的认识。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就是

在与其他中共领袖的比较中才脱颖而出的。迪

克 )威尔逊就曾指出,周恩来认识到在中国革

命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比他周恩来更有优势;石

仲泉先生说, !文革 ∀中周恩来的贡献最大;力

平同志指出, 1921( 1949年毛泽东的贡献最

大, 1949( 1976年周恩来贡献最大, 1976年后,

邓小平的贡献最大;刘济生教授指出建国后周

恩来的知识分子理论、统战理论、外交理论是当

时党内最高水准的∋∋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之间
的比较。所以我们不能一般地排斥比较,而且

我们还要提倡深入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领袖

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为只有这种比较研究,

才能促使周恩来研究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

周恩来精神就是在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中才提

出来的,这一点,王家云等同志的书稿中就已经

揭示了,在刘济生同志提 !周恩来精神 ∀这个命
题之前,群众中早就有关于 !毛泽东的思想,周

恩来的精神 ∀的说法。
第三, 提周恩来精神会不会造成 !多中

心 ∀,造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干扰。

就此而言,说绝对会与绝对不会都是没有

根据的。因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

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两个层面上,

恰如其分地把握。

首先在理论上,在关于周恩来精神与毛泽

东思想关系的问题上,必须把握既统一又相对

独立这个分寸。所谓统一就是坚持周恩来精神

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其相对独立性主要

是在存在形式上、表现方式上、影响的不同侧重

方面。其次在实践上,一方面如前所说,周恩来

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思

想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周恩来精神的

影响还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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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及发展
进程中。也就是说,周恩来精神过去是中国特

色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的促进力量,历史已经

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周恩来精神已经成为而且

还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落

实的促进力量。那种企图以周恩来精神与毛泽

东思想相抗衡,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抗衡,搞理论的多中心,

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与周恩来本人的意愿、

与周恩来精神客观内涵相违背的。

第四,关于 !三位一体 ∀的提法。
石仲泉先生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95周年时

曾提出,要使我们的国家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周恩来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他

所说的 !三位一体 ∀的精神。 2004年石先生应

邀来淮阴师院作周恩来精神与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的学术报告,也有类似

的说法,但石先生避开了 !三位一体 ∀。石先生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就这样来阐述周恩来精神

的地位和意义是很有创意的。但现在看来,这

!三位一体 ∀的提法可能欠妥贴,将来是否还要

提 !四位一体 ∀、!五位一体 ∀呢? 而且,后来有

人在石先生 !三位一体 ∀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

想是靠周恩来精神实现的,而且还进一步得出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也要靠

周恩来精神来实现的错误结论。这一提法不够

妥贴的根源在于没有深刻理解,没有真正摆正

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个问题,前

文已经说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革命理想,

奔向社会主义,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培

育起来的井冈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愚公

精神、方志敏精神、焦裕禄精神∋∋周恩来精神
是这些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样,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目

标是民族振兴、实现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也要靠在贯彻落实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以周恩来精

神为榜样,以周恩来精神为集中体现的中国共

产党人的科学精神,舍此是不可能的。这样表

达才能避免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互关系不适当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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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ew Questions on the Study of Zhou Enlai 's Spirit WANG H ao

(H uaiy in Teachers Co llege, Hua ian, J iangsu 223001, China)

A bstrac t: The study o f Zhou Enla is' spir it includes a series o f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spir it putting forw ard and the estab

lishm ent of its specific academ ic m ean ing, summ ar izing and in terpretation of the sp iritual conno tation of Zhou Enla,i the h istor i

ca l sta tus and practica l sign ificance o f the spir it of Zhou Enla,i as w e ll as the relationsh ip am ong the sp ir it o f Zhou Enla,i M 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concep t system of soc ia lis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The them atic and synthes ized study on Zhou

En lais' spirit w ill have a g rea t sign 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 lopm ent of Zhou En la is' study.

Key words: Zhou Enla is' sp ir it; connota tion; essence; s ignificance

On Several Philosophical Issues about Interpretations of Pascal Probability L I Xu yan

( Schoo l of Po litics and Law, Guangx iNo rm al Univers ity, Nanning, Guangx i 530001, Ch ina)

A bstrac t: D iscussing Pascal probability from the v iew of ph ilosophy invo lves the fo llow ing several issues: m onism and p luralism,

ep istem o log ica l interpretations and ob jective in terpretations, re lations of probab ility and causality, theHumes' prob lem wh ich puz

zles ph ilosophers a t a ll tim es and adequacy of interpretations o f probab ility. These issues run through the expounding pro cess o f

five inte rpre tations o f Pasca l probab ility, w e yet don t' d iscuss them fo r each interpreta tion, but base on actua l situa tions.

Key words: Pasca l probability; interpreta tions of probab ility; ph ilosoph ica l issues

The Implication of H istor icalM aterialism ofM ax 'sM anuscript of Econom ics philosophy in 1844

ZHANG You qun1, WANG Fang2

( 1. Schoo l o f PublicM anagem ent, Yang 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 su 225002, 2. Co lleg e o f Ph ilosophy, Nan jing Univer

s ity, Nan jing, Jiangsu 210093, Ch ina)

A bstrac t: In M ax s' M anuscrip t o f Econom ics ph ilo sophy in 1844, tw o sorts o f log ic, inc luding histo ricalm ate rialism and hum an

ism log ic, w ere put in to presupposition and co llision in wh ich historica lm ate rialism log ic g radua lly stood ou t. Then, M arx fu l

filled the second transform ation of h is though t. By the analysis o f "d issim ilated labo r" w hich looked as if it only belongs to hu

m an ism,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 teristics of "P rac tice" is deve lop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 rm ation. On th is basis, w ith

the study of "deve lop the useful and d isca rd the useless" and "dissim ilated labor", w e are explo ring the substantia l process of so

c ial and histo rical development. A lso, dur ing the course, w rapped in hum anism, many fundam entals o f h istor ica l m ater ia lism

could be deve loped.

Key words: log ic thread; d issim ilated labor; practice; h isto rica lm a terialism

InternationalRelations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rianism ZHANG W ang

( Department o f Po litics and Pub licM anagem ent, Hua iy in Teachers Co llege, H uaian, Jiangsu 223300, Ch ina)

A bstrac t: Comm un itar ianism becom e popular from the 80 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a po litica l ph ilosophy opposite to liber

a lism. W hen it is used in the fie ld o f internationa l re la tions, and m ake an ethical judgm ent for internationa l po litics, first o f a ll it

w ill emphasize the country s' mo ra l status rathe r than the ind iv idual s'. Based on the prem ise, the National Community not only

shapes a comm on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am ong its m em be rs, but a lso de fines the ir righ ts and ob lig ations; Comm un ity has var i

ous mo ra l r ights, and one o 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se lf determ ination prevented from ex terna l inte rference. A t them ajor ques

tions on in ternational re lation such as hum an itar ian intervention and globa l d istr ibutive justice, the above m entioned position a

bout comm un itarian ism has been m anifested obv iously. A s the interna tiona l justice concep tw ith a spec ia l tendency, communitar i

anism advocates cu ltura l p luralism o f the inte rna tiona l community and the e th ics o f inte rnational coex istence, m eanw hile it a lso

has the danger to slide to mo ra l re lativ ism.

Key words: communitar ian ism; community; country s' mo ra l status; hum an itarian intervention; distr ibutive justice

Look B ian Shoum in from the "Chart of the Fam ily Surnam ed w ith BianM oved toH uai"

 ( One of the Studies on the EightArtists of Yangzhou B IAN X iao xuan

( Co llege of L iterary, Nan jing Un 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 ina)

A bstrac t: Th is artic le ex tracted the re levant info rm ation on B ian Shoum in from the draft o f "Chart o f the Fam ily Surnam ed w ith

B ianM oved toH ua i". Comb ined w ith "Splash ink M ap", " Inter Reed H ouseM ap" and the inscriptions by som e ce lebritie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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