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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两大巨人, 是中华民族历史银河中

一对璀璨的明星。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 周恩来相配搭的领导体制,作为我们党

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是我们党的历史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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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两大巨人, 中华民族历史银河中一对璀璨的明星,留给炎黄

子孙的“恩”“泽”, 可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久。1998 年,周恩来诞生 100周年, 毛泽东诞生 105 周年。谨

以此文诚寄无限的哀思!

一

缅怀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伟大人物,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他们的政治生涯, 同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五四”运动, 同终于“文革”结束的 1976 年。他们配搭默契, 相得益彰。他们的合作构成了我们党最高

领导层的运转轴心, 领导我们党长达 42 年之久,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不

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毛周体制”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历史现象。今天,我们探讨“毛周体

制”的形成过程、历史功绩, 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 周恩来相配搭的领导体制,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 是我

们党的历史性选择。这一领导体制不是自封的、委派的,而是在血与火的残酷的革命拼搏中,在全党包括

毛泽东、周恩来本人在内,探索真理, 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同时也寻找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和领

袖人物之间最佳配搭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毛周配搭的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与党中央集

体领导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时期,尤其表现在军事领导上,朱德相对于毛周轴心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全国

解放后至“文革”以前, 刘少奇相对于毛周轴心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这里暂且不做论述。)“毛周体

制”的最终形成、确立和稳定下来, 表明我们党真正走过了自己的幼年期。

我们党选择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 ,是有一个曲折过程的。在建党早期, 毛泽东在党内曾多次受排

斥, 被迫离开中央政治局,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这种选择上的失误,在我党及其领袖

人物的成长过程中, 是难以避免的,这反映了我党早期在最高领导体制与领袖问题上的幼年性和不成熟

性。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和反复比较,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转变为拥戴毛泽东 ,对确立毛泽东的领

袖地位, 对确立毛周配搭体制,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共产国际所委派, 自称最布尔什维克化的领导班

子, 以王明 博古为轴心领导体制在国内的实际负责人博古,后来也真正认识到全党应该选择毛泽

东, 并诚心诚意地拥护毛泽东,在党内多次作现身说法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周恩

来是较早进入我党最高领导层, 并能终身保持在这个位置上唯一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也

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遵义会议期间, 他一方面坚决地批评中央的错误,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一方面与

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一道,坚决地拥戴毛泽东。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周恩来任军委

副主席, 这标志着我们党以毛泽东为领袖、以毛周配搭体制为最高领导层运转轴心的组织体制的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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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

同样, 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形成既有核心,又有运转轴心的组织机制,成为组织严密的领导群体,也

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我们党创建初期, 陈独秀虽被推为领袖,也成立了中央机构, 但由于当时组织还不

严密, 力量尚还弱小, 斗争环境险恶, 相互联络困难等情况, 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在北

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天津、广州等地开展活动, 实际上都在各自为战。加之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发

展, 我们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以文才享誉党内外,他虽然在主观上

想尽快摆脱陈独秀的左倾错误,最早表现出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湖南农民运动的热

忱支持, 但他同当时我党绝大多数领导人一样,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解、认识的简单化,缺

乏斗争经验, 很快就为新的领导集体所取代。由于时间短,瞿秋白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我们党的领导核心。

我们党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是从李立三开始的。为了避免前两任知识分子领导人的弱点,在瞿秋白之

后, 我们党曾很幼稚地选了一个工人代表向忠发作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实权为李立三所操纵,成为事实

上的领导核心。有了这个领导核心, 立三路线推行较为得力,可惜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其教条主义和盲

动主义, 导致党的力量的重大损失。以李立三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失败,向忠发被捕叛变,为王明宗派团

体窃取党的领导权铺平了道路。受命于共产国际, 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王明,没有严格的程序,没有合法

的名义, 坐镇莫斯科,通过博古, 遥控全党,在我党历史上形成了真正称得上有核心(王明) ,有轴心(王明

博古) , 比较严密的最高层领导班子。这是一个以宗派团体为骨干, 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班子。由

于这个领导班子有共产国际撑腰,加上组织比较严密, 骨干比较多, 给我党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李立

三、王明错误路线给我党造成严重损失,从反面证明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核心、轴心体制的重要。周恩来逐

步发觉了王明的错误, 并进行了斗争, 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之后, 他与张闻天等逐步转为坚持支

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这一认识上的飞跃, 为奠定毛泽东为核心、毛周为轴心的全党最高层新的领

导体制准备了条件。

张闻天为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和毛周领导体制的确立,所作的重大贡献, 应予以充分肯定。遵义

会议之后, 张闻天同志任总书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形成了一段时期内的张、毛、周体制, 但实际上的核

心是毛泽东。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渡形式。其实, 遵义会议之后,不仅全党选择了毛泽东、周恩

来, 而且张闻天本人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毛、周。但从组织形式上,直到七大, 才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真

正确定下来, 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以毛周领导体制为运转轴心的我党最高层的领导体制。

建国以后, 出于接班的考虑,毛泽东曾先后推举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人,意在成为他的继承人。但

这些人, 都没有动摇毛 周配搭这一基本体制。即使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林

彪、“四人帮”先后从中破坏,但由于全党的拥护, 毛泽东同志的坚持, 这一领导体制仍然发挥了最基本的

稳定和领导全党的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 其中既包括全党对他的选择, 也包括我们党最高领导层领袖人物

之间和毛周之间的相互选择。这一选择过程, 是以挫折和失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优化组合过程。

现代管理科学告诉我们, 领袖是一个群体。从我们党来说, 这个领袖群体 ,除了毛泽东这个核心之

外, 在七大之前, 还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在七大之后, 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陈云等。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配搭,都是这个群体的运转轴心。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

家, 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总揽全局, 多从哲学上、战略上考虑问题,侧重于决策部署; 周恩来是伟大的国

务活动家, 他处于党和政府“总管家”、总参谋长的地位, 多从战术上、操作上考虑,侧重于贯彻实施。以毛

泽东为领袖以毛周相配搭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运转轴心的领导体制,领导全党 40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

明, 这一领导体制, 是全党最高领导层领袖人物之间最佳配搭体制。这一领导体制, 对于我们党转危为

安, 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领导体制为我们党领导层的

长期稳定, 为我们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毛泽东为领袖、毛周体制作为我们党最高

领导层的轴心体制, 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诸多条件和因素中最关键的条件和因素。

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思想, 博大精深的理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卓越的斗争艺术, 天才的创造性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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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骨气, 使全党充满活力;周恩来以其慎密的思路,非凡的组织管理才能, 矢志不移的实践和中国人

的求实精神, 伟大的人格感召力,成为全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个“活”,一个“稳”,他们的配搭形成了优

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最稳定的平衡。周恩来 50 年代曾与薄一波同志谈论, 刘伯承与邓小平之所以能长期

配合得很好, 是因为刘伯承的特点是“举轻若重”,邓小平的特点是“举重若轻”。其实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

配搭, 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优势互补配搭。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 40 多年的合作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作用, 早为世人所瞩目。尼克松

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指出: “毛一个人不可能夺取中国和统治中国。要是没有周的话, 毛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不能下定论。应当记住的重要一点是, 他是同周在一起的,是周与毛的合作取得了中国。”在这里,我们且

不管尼克松论断是否带有偏见,但他强调了毛周合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认可的。

从遵义会议到 1976 年这 40 多年中, 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组成成员虽有较大变化, 但毛周体制一直没有

变,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是组成我党最高领导层的基本班底。正是有了这个优势互补、长期稳定、为全党

所信赖的“老班底”, 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整体效益, 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

有人说, “谋事是毛, 成事是周”。毛泽东与周恩来, 他们之间是不可或缺、相得益彰、密不可分、亲密

战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同志有过生动的介绍: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

是不可分离的。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 如果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

来, 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 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 周恩

来一直是很杰出的, 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 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

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 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 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毛泽东的思想

博大深邃, 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 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

同时, 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 望》第 42期)。

毛泽东与周恩来, 是相得益彰、亲密战友的关系,不是说, 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和不协调。不必讳言,

他们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甚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大的有四次,两次发生在我党的幼年期。我党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周恩来, 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没有真正认识到应

该选择毛泽东作为我党的领导, 因此发生了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错误。一次是

在古田会议之前, 一次是在反围剿的过程中。这两次当时周恩来都处于最高领导层的重要岗位, 虽然主

要责任不应由他承担, 但就客观事实来说,正如他自己在遵义会议期间自我批评的那样, 也是负有责任

的。可贵的是, 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 能从这两次教训中认识到真理在毛泽东方面。在遵义会

议上, 义无反顾地全力推举和支持毛泽东,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新阶段, 也开创了他们本人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与毛泽东亲密合作,共同谱写中国革命英雄史诗的伟大人生。另外两次都发生在建

国后。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特别是抗战初期很少分歧, 配合默契,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但

建国后, 遇到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他们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分歧。金冲及同志指出,一次是 1956 年反

“冒进”, 南宁会议批周,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 6亿人民的气, 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周总理检讨一次又

一次。他的检讨有想不通的地方, 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周

总理检讨的第一句就是: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 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是发自内心的。另一次

是“文革”, 这就更复杂了。“文革”开始时 ,主席没有告诉他, 这是事实,当时他正忙于华北抗旱。不过最初

他对“文革”恐怕还是拥护的, 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 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

生产。其实, 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 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 后来才慢

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 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望》第 42 期)。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人们不理解的是,毛很信任周,周也明明知道毛很多做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不

向毛提出, 据理力争呢?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曾论及过。要理解这个问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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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了解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文革”期间,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 ,“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党内民主

和民主集中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当时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说

了好多违心的话, 做了好多违心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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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理解这个问题,还涉及如何

理解周恩来的问题。金冲及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个例子: 1965 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

红》时, 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 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 提意见

时, 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 要注意党的团结。当时还没有搞“文革”,也不可能知道后来要发生的

事。但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 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

提出的重要意见, 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果。一般来说, 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

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

么, 谁也不知道(《 望》第 42 期)。不过,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通过单独会见毛泽东来化解他

与毛泽东的分歧, 可以从邓小平复出,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特别是周恩来带病去湖南会见毛泽东等

典型事件上看出端倪。

三

毛周逝世以后, 有些人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之机, 在毛周缺点、错误和毛周关系问题上做起文

章来。1978年, 大将黄克诚,拍案而起,痛斥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自由化思潮。其后,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 在他

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 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呢? 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 我们才是公正地、科

学地,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马克思主义,

那末, 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些当头棒喝,引起了全党警惕,也使一些人收敛了许多。但仍有些

人初衷不改, 于是乎,另一种错误倾向冒了出来, 借颂扬周恩来贬低毛泽东、诋毁毛泽东。1992年, 著名

影星姜文在美国回答记者采访,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倾向的不得人心。早在毛泽东同志健在的时候,

“四人帮”就曾把周恩来放在与毛泽东相对立的位置上,以图打倒周恩来, 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他

们以批孔、批儒为号召,蛊惑一部分人。但后来当毛泽东弄清了他们的阴谋时,立即予以严厉痛斥, 毛泽

东铮铮告诫: “反周民必反”。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一对亲密战友,一起共事达半个多世纪,相互之间难免有

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矛盾, 这是不奇怪的。但他们的友谊却是他们关系的主流, 这一点连尼克松的回忆

录里也有细致的描述。以周恩来为武器, 来诋毁毛泽东,当然比直接攻击毛泽东巧妙,更能迷惑人, 但人

民不答应。就是周恩来地下有知, 也决不会答应。周恩来一生光明磊落, 以他为武器, 诋毁毛泽东,是对他

伟大人格的最大侮辱。遵义会议后, 周恩来不遗余力地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甚至不惜亲身涉险,以维

护毛主席的安全。这同某些人扬周抑毛的伎俩一对照,他们藏在阴暗处的鬼影, 就暴露无余了。

关于“全党楷模”、“千古一完人”这类的题词,是否含有扬周抑毛之意?我觉得不应这样看,我国的传

统是对作古者颂之尤加。周恩来作为“全党楷模”当之无愧 ;说他是“千古一完人”, 比之历史上曾获此美

誉的诸葛武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一完人”, 并不含有排斥他人之意, 而是“千古完人之一”的意

思, 我们断不可牵强附会,乱扣帽子。

对周恩来的评价, 无论怎么高,都不为过。但有一条, 就是不能把他与毛泽东对立起来, 不能扬周抑

毛。否则,就必然走向反面。因为那样做, 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也非全党全民心愿,其结果必然为全

党全民所不齿。

我们不仅要揭露扬周抑毛的诡计还要戳穿借毛泽东之口来诋毁周恩来的不测居心。所谓毛泽东说

过周恩来不是帅才云云, 不管说得多么有根有据,也不管怎样表白是如何如何的一片好心,都不足以掩

盖其恶劣的政治后果, 而且以周恩来“举轻若重”, 或者以周恩来像诸葛亮为由, 下“周恩来不是帅才”的

结论, 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中国历来有“儒帅”说法,也有不少军事统帅追效儒帅的风度,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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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儒帅的偶像, 谁能说诸葛亮不是帅才! 以“举轻若重”为周恩来称道的刘伯承, 又有谁能说他不是帅

才!

同扬周抑毛是“巧妙的蠢事”一样, 借毛泽东之口来诋毁周恩来, 也逃不出“巧妙的蠢事”同样的下

场, 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捣鬼有术,也有效, 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同毛泽东同志一样, 周恩来也有缺点和错误。他自己就曾在遵义会议上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相形

之下, 周恩来比起王明、张国焘等人, 表现了超凡脱俗的伟大胸怀。就是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 虽然周恩

来作过不少旁敲侧击的规劝, 虽然他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的斗争, 但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也有他的份。邓小平同志总结“大跃进”失误时说过, “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

子都发热了”,“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我觉得可以用这一原则精神来看待周恩来关

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责任。主要责任是毛主席的, 周恩来也应负一定责任。除毛主席外, 比起其他人,他

的责任要大些。周恩来有缺点错误, 无庸讳言,但他同毛泽东一样,对中国革命的卓著功勋, 更是光同日

月, 无可争议! 同对待毛泽东一样,我们不能同意以他的缺点和错误,来诋毁他的伟大。有的人以“文革”

中他说过违心话, 做过违心事,不承认他是伟大人物。对持这种看法的多数人来说, 则失之于对伟人的责

之过严。如前所说,周恩来的确曾违心地迁就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是当时特

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不能简单化,简单化地以此否定周恩来,不可取; 否定毛泽东,也不能令人信服。正确

的态度是坚持如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且应像对待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宜粗不宜细, 粗一

点, 宽一点好。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前辈们的探索, 开创了一代伟业,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毛泽

东及其战友们, 其中主要助手是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通过农村包

围城市, 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探索社

会主义方面, 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没有成功的经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面, 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创

举。有人说,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包括辛亥革命, 是否必要,还要怀疑等等,笔者不敢苟同。这是历史

的选择, 这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怎是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 如果否定了这一条,不仅否定了毛泽东、

周恩来, 结论必然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我们今天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理论, 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一, 也是历史的产物,现在看来, 这个

探索是不成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是在毛泽东“继续革命”模式行不通, 苏联模式(也是

一种探索)走向反面,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形势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是前人付出学

费, 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的结果。我们不能以后来人的所谓高明,来要求评价前人。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人

肩膀上才显得高大的话。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相反,应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 为我们更

加灿烂的明天服务。

我们衷心祝愿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繁荣昌盛!

(作者:淮阴师范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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