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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党内斗争思想及其对党内和谐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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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周恩来对执政党内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对冒进主义、极 �左 思潮等开展了严肃

的斗争。但周恩来反对事事斗争,谨慎定性党内斗争性质,反对把党内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

强调思想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长期任务,党内政治斗争应以党纪国法为准绳, 在领袖的错误面

前,注意处理好维护事业与维护领袖威望的关系。周恩来这种 �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
彩  的党内斗争思想,对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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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谐由对立和斗争中产生。从和谐这一本
质属性出发,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正

确的党内斗争,是 �恢复党内真正和谐  的途
径。周恩来能够正确认识并实践党内斗争,其

执政党党内斗争的思想,对增进党内和谐具有

重要意义。

一、对执政党内错误开展严肃的斗争

� � 周恩来对党内错误一向严肃地进行斗争。
周恩来对执政党内错误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对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对冒进主义、极

�左  思潮的批判上。
(一 )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提出要划

定政策界限。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旗帜

鲜明地 �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
动  [ 1] 121,指出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制止资产阶

级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但在批判的同时要注

意三个区分:一是把高饶与其他地方领导人加

以区分,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
当做独立王国!!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

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

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

计  [ 1] 121�122;二是把高饶个人主义与干部中的危

险骄傲情绪加以区分,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

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

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

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

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 1] 122;三是把严重的

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加以区分, �界限就
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

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  [ 1] 125。这三个区分不仅

厘清了党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也

划定了避免扩大打击面的政策界限。

(二 )反对官僚主义, 但提出要对症下药。

建国后领导机关干部中官僚主义作风逐渐蔓

延。对 �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
周恩来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利用各种场合严厉

批判。 1963年 5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

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更是一篇反官僚

主义的檄文。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官僚主义现象。周恩来从

工作作风、机关作风、生活作风、政治品格等方

面列举了官僚主义的 20种表现;二是分析官僚

主义产生原因。周恩来指出, �中国长期是封
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

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 1] 418; �如果在中央
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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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官僚主义  ; �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
!!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
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 1] 209�210; �现在国务院各
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

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  [ 1] 223等四方面的因

素;三是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即精简机

构、领导机关接触实际、上下级互相监督、加强

思想教育等。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没有无

限上纲,而是对症下药。

(三 )反对冒进主义,但不参与对 �大跃进  
的攻击。日内瓦会议后,中央希望利用国际和

平环境,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

毛泽东 �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
速增长的发展模式  [ 2] 351�352。周恩来在实际工

作中认识到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

事,反对冒进,更反对 �大跃进  ,他说: �八大的
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

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

上不去, 就不能勉强, 否则把别的都破坏

了  [ 1] 234。在意见不被接受、受到不公正批判并

失去经济工作领导权时,周恩来开展实地调研,

不断提高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规律和事实面

前,从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开始退却,并把经济

工作指挥权重新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投入

工作,使国家渡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1962

年 1月起,党内掀起了对 �大跃进  重新评价的
浪潮,但周恩来没有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 �比
起那些极力诋毁大跃进的人来, 周在阻止 ∀大
跃进 #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  [ 2] 362。

(四 )反对极 �左  思潮,在实际工作中纠

�左  。极 �左  思潮是在 �文革  特殊环境下滋
长出来的错误思潮,也是 �文革  错误的集中表
现。周恩来在 �文革  狂飙中, 日益认识到极

�左  思潮的危害。但 �文革  是毛泽东领导发
动的,周恩来设法在实际工作中纠 �左  。林彪
事件之前,周恩来集中纠正对待老干部和经济

工作中的极端做法。 1966年 9月 10日, 周恩

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就

表达了对将干部一棍子打死做法的不满: �不
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里所有的领导都是 ∀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也不能说所有党
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 # ,如果
都是,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英明领

导,不是在这些地方落空了吗?  [ 3] 1871在经济工

作中,周恩来竭力维护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扰

乱正常生产。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有限范围

内调整政策,周恩来则加大纠 �左  力度,表现

为开始在理论上批判极 �左  思潮,给极 �左  思
潮下定义: �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

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  [ 3] 2020,组织 ∃人民日
报 %揭批极 �左  思潮的突出表现 & & & 无政府主
义,批驳 �打倒一切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  等
极 �左  谬论;还表现在把纠 �左  扩大到文教、
外交等更广阔的领域中。但毛泽东不赞成林彪

是极 �左  的提法,而认为是极右。面对分歧,

周恩来不着意于字面争论,而注重实效。在周

恩来努力下,大批遭迫害的老干部得到解放,邓

小平复出工作,各条战线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

拨乱反正。

二、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

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

� �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 是一场阶级斗

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

续。 [ 4] 1484毛泽东的这一讲话集中反映了他的执

政党党内斗争观,并对此后的党内斗争产生了

深远影响。而 �在周的一生中,都力图以尊严、

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

争  [ 2] 110。

(一 ) �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 
�党内斗争  一词在国际共运史上有 100多年

历史。 1882年 10月 20日,恩格斯在致爱 ∋ 伯
恩斯坦信中首先提出: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
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

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 5]列宁也曾提出,准

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和

机会主义 �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
争  [ 6]。恩格斯、列宁从哲学和同各种冒牌社会

主义思潮论战的角度指出了党内斗争的必要

性。但斯大林得出的 �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的进程,引起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党内

斗争的尖锐化  [ 7] 537的结论,则把党内斗争引向

了绝对化。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在 1929年宣

布: �党对于一切反布尔塞维克的倾向,不能稍

事妥协与让步,断无所谓党内和平。 [ 7] 352对党

内斗争的推崇及对 �党内和平  的否定,使中共

党内始终存在泛斗争化倾向。周恩来在 1948

年 2月的一封党内信件中则提出: �对任何一
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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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

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

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

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

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

的作风。 [ 8] 287 1961年 6月 19日周恩来在同文

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再次指出: �我们有时话
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

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

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

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

问题性质事事斗争。 [ 1] 334周恩来的思想十分清

楚:党内政治问题需要彻底的斗争,思想作风问

题通过批评予以纠正,由具体问题上认识与处

理方法不同产生的分歧则不是错误。周恩来既

坚持原则问题上的党内斗争,又承认原则一致

基础上的党内 �和平  ,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
神。高饶 �进行反党活动  ,官僚主义危害党和
国家工作并导致干部队伍政治上蜕化,周恩来

与之坚决斗争,庐山会议对彭德怀 �右倾机会
主义  的批判,周恩来则 �心情非常沉重,忧心

忡忡  [ 4] 1485。

(二 )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 受斯大林错
误结论影响,中共党内还存在着把党内矛盾和

斗争都归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

争,把党内斗争等同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倾向。

�文革 中出笼的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指导
思想即是中国共产党 �五十年始终贯穿着两条
路线斗争  [ 7] 533。周恩来对党内错误定性非常

慎重。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

束了李立三的 �左  倾错误,但没有给李立三扣

上 �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  的 �和国际
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的路线错误帽子,

认为只是 �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 9]。 �文
革  爆发后,中央和地方大批领导人被指责犯

了路线错误, 1966年 10月 1日的 ∃红旗 %杂志
社论更出现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提法。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质疑:历来党内路线问

题,都说 �左  倾、右倾,没有 �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提法 [ 3] 1879。周恩来并不认同党内斗争都是

路线斗争,更不认同阶级斗争的说法,对于党内

尤其执政党内出现的问题,周恩来认为主要是

由旧的思想作风、习惯势力造成的。因此,改造

旧思想、肃清旧习惯势力的 �思想斗争是长期
任务  [ 1] 332。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分析毛泽

东错误时不再使用 �路线错误  的提法,对此邓

小平十分赞成: �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

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

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

上多少次路线斗争, 现在看, 明显地不能成

立。 [ 10]邓小平与周恩来立场具有相通之处。

(三 ) �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 
把党内斗争等同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还导致

了对党内同志实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错误
方针的出台。 20世纪 30年代的这一错误方针

在反 �右  倾和 �文革  中被放大使用。周恩来
则认为,对于作为长期任务的党内思想斗争,最

好的方式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执政党内的

政治斗争则应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在反对高饶

斗争中,周恩来强调要严格党的纪律, 1962年

进一步告诫全党不要乱批乱斗: �乱斗争行吗?

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

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

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反了国家法律

的,要按国法处理。 [ 1] 351 �文革  中大批领导干
部被打成 �走资派  而横遭迫害,周恩来直言呼

吁: �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

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3] 1877周恩来始终期望党

内理性斗争方式的回归。

(四 )党的领袖不是 �天生的圣人  。冒进
主义和极 �左  思潮是由毛泽东晚年错误引发
的,周恩来始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错误,而不与

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采取这种方式与周恩来

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观密切相关: �中国人民
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

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

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

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

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周恩来接着强调, �毛
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

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

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  ,因此毛泽东不是 �天
生的圣人  [ 8] 331�334。周恩来一方面深刻认识到

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的旗帜,依然是引

领建设新中国的光辉旗帜;另一方面也科学地

认识到领袖也会有弱点,也会犯错误。因此,周

恩来衷心拥护毛泽东,全力维护毛泽东,但在领

袖出现错误时也没有失去原则立场,只是注意

方式,处理好维护领袖威望与维护事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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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增进党内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 � 恩格斯说: �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
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

争论的问题。 [ 11]恩格斯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

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是 �恢复党内真正和谐  
的途径。周恩来执政党党内斗争思想,对增进

党内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这一思想有利于纯洁党的思想,端正

党的作风。纯洁的党才是和谐的党,才能永葆

青春。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

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思

想纯洁、作风优良的主要体现。但执政党党内

斗争中的泛斗争化、把阶级斗争做法搬进党内,

等等,其实质是脱离了执政党的实际,违背了实

事求是的精神。周恩来认识分析执政党内部矛

盾斗争,首先立足于正确判断党的现状。 1948

年在指导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运动时,周恩来指

出: �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

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

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 并正在胜利前进

中。 [ 8] 2961948年 2月的党内信件中则明确提出

�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  [ 8] 287。

正是在研究党的实际并正确判断党的现状的基

础上,周恩来得出了党内无需事事斗争、思想斗

争是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等一系列关于党内斗

争的重要认识。周恩来准确把握执政党实际,正

确分析处理党内矛盾斗争,对于保持党的思想路

线的端正,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保持党的纯洁品质至关重要。

(二 )这一思想有利于保持执政党内正常

的民主生活,弘扬党的民主作风。 �党内民主
是党的生命  , 也是党内和谐的基石。但在执
政党党内斗争中,把党内斗争当阶级斗争,把有

错误甚至是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当党内斗争对

象,既不利于党内问题的真正解决,更会压制党

内的不同声音,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

严重损害。周恩来提出, �要做领导者,必须团

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

们,称赞其对的方面, 批评其坏的方面  [ 8] 287。

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损害严重,周恩来不仅指

出了这种现象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现在有
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 !!好多
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要允许批评自
由,就可以得到纠正。 [ 1]323周恩来上述思想的

核心在于:允许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的标志,领

导者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表率,这也是开展

党内思想斗争的最好方式。周恩来的这种思想

观点既有助于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又有助于

维护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三 )这一思想有利于维护党的纪律,推动

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党的纪律是党的法规,

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党的纪律、制度也

是党内和谐的保证。但在执政党党内斗争中始

终存在着的急于上纲上线的粗暴做法,却不利

于党的纪律执行和制度建设。周恩来高度重视

党的纪律: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  [ 3] 1782;在历次党

内斗争中,周恩来都十分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按

党纪国法处理。此外,周恩来还着眼于通过推

动党和国家制度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  ; �凡是机
关大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

为规律了!!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

决了  等反官僚主义的措施,涉及政府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等一系列

制度建设问题。周恩来以宽广的眼界,维护了

党纪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

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 )这一思想有利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

维护党的稳定。安定团结是党形成凝聚力的重

要保证,也是党内和谐的基础。执政党党内的

过火斗争、互相攻讦影响了党的团结与稳定。

周恩来深刻理解了团结的意蕴: �团结是在矛
盾中形成和发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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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 1] 29�30同样,周恩

来也深刻理解了党内斗争的目的。 1945年周

恩来在大后方文化人如何整风的意见中即提

出: �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

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

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

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

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 8] 188�189 1957年整风运动

中周恩来再次指出: �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
题,今天主要的一环还是发展生产, 搞增产节

约,这个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风也就好多了,

实际了, 宗派主义也会少了, 官僚气也会少

了。 [ 4] 1330斗争是为了团结、党内斗争是为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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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所以周恩来在党内斗

争中,注意划定政策界限,避免上纲上线,竭力

降低斗争的残酷性,缩小波及范围,其结果是最

大程度地维护了党的稳定,维护了最高领导层

的团结。

正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但反对事事斗争,

谨慎定性党内斗争性质,反对把党内斗争等同

于阶级斗争,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

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长期任务,党内政治斗争应

以党纪国法为准绳,而不能乱批乱斗,在领袖错

误面前,注重方式。周恩来这种 �尊严、理性而
不夹杂感情色彩  的党内斗争思想, 为党内和

谐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

理党内斗争、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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