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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研究

怎 样 认 识 大 军 事 家 周 恩 来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周年

汪 !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 ! 摘 ! 要: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确认的杰出军事家。他是一位大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实践

家。他在革命军事史上有诸多 ∀最#、诸多 ∀第一 #。除毛泽东外,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主

要贡献人,也是除毛泽东之外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大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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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周恩来军事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研
究,有较丰硕的成果。 1996年周恩来研究述评

学术研讨会及其以后出版的文集,对此已有总

结性评论,这里不再重复 [ 1] 214。其后又有李连

庆、金新果 ∃大军事家周恩来 %问世和断断续续
这方面论文的发表,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研究成

果较多的一个方面。但同周恩来精神、∀文革 #
中周恩来、周恩来外交和统战等方面的研究相

比,参与者没有那么广泛,成果也没有那么多。

周恩来是全党楷模,周恩来精神广为传颂,周恩

来是中国外交第一人、统战第一人等观念,早已

深入人心。但大军事家周恩来,了解者显然较

少,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革命军事领域里,只

知有 ∀朱毛 #而不知有周。今年是建军 80周

年,是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 80周年。周恩

来军事生涯将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为了纪

念,这就有了我们探讨怎样认识大军事家周恩

来这一话题。

一、关于 ∀一个者 #、
∀三个一 #、∀四个家 #的评价

! ! 对于周恩来的历史定位,最初在 1976年的

讣告和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是这样说

的: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

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

领导人。# [ 2]这个评价,人们不太满意。主要有

四点:其一,没有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其二,在以毛泽东为是非标准的年代里,

没有认定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其三,没

有确认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缔造者

之一的地位;其四,没有揭示周恩来与其他老一

辈革命家的区别, 没有突出周恩来在外交、统

战、军事等方面的特殊贡献。

周恩来逝世后十年,中外研究者和广大人

民群众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一再要求中共中

央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 1986年大不列

颠百科全书 ∀周恩来 #词条由中央文献研究室
的同志撰写,对周恩来的评价有所前进,但仍不

能令人满意,而且也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又过

十年, 1996年,周恩来逝世 20周年, 在周恩来

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又提出这个问

题,要求中央作出令人满意的对于周恩来的评

价。 1997年春,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周年前

夕,中办 9号文件作了明确的回答: ∀周恩来同
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之一,杰出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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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延用至今的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 ∀一个
者 #、∀三个一 #、∀四个家 #的表述。周恩来是杰
出军事家被党中央正式确认。

二、在革命军事领域的诸多 ∀最 #和
∀第一 #及相关问题

! !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有诸多 ∀最 #
和诸多 ∀第一 #。赵春生同志指出:有人归纳出
几个 ∀最 #: ∀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
极端重要性 #, ∀最早明确提出创建革命军队 #,
∀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的理
论 #, ∀他是我们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 ( 1924年

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 1925年 5月任中央军事

部长,后长期任军事最高领导人 ) #, ∀他是我们
党最早获得少将军衔的军事将领 # [ 3]。

另外,周恩来还是中国革命武装的早期雏

形    孙中山大总统府铁甲车队的组织者,这
支武装在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后成为北伐

军主力    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力量;周恩来在
两次东征中,最早创造了革命武装一些基本的

政治工作经验,这成为他和中共早期领导革命

武装的重要财富;周恩来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

最早成功组织者和领导者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

装起义 ) ; 周恩来是三大起义 (八一、秋收、广

州 )的最高组织者和领导者; 周恩来是最早以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宣传和推广朱毛红军创

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验而不要迷恋于夺取中心

城市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是中共唯一一位从

中共武装力量的最初组建、直到逝世,长达半个

多世纪,一直是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

人或最高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是中国外交第一人,统战第一人,已

有定论。既然周恩来军事方面有如此多的 ∀第
一 #,为什么不提周恩来是 ∀中国军事第一人 #?

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早期是 ∀周负责、毛
帮助 #,后期是 ∀毛负责、周帮助 #。这种模式大
体上可以说从上世纪 30年代初到 1976年周毛

相继逝世。 ∀周负责、毛帮助 #是在周恩来到达
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毛泽东受到

临时中央执行 ∀左 #的 ∀国际路线 #领导人的排
挤那个特定情况下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军事史

的前期,周恩来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但到了

∀三大起义 #后,特别是朱毛红军会师以后,中
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朱毛的军事

地位显著上升。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中

的领导地位别人难以替代。后来发生赣南至宁

都会议排挤毛泽东的事,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

周恩来,被境外研究者说成是衔临时中央之命,

夺了毛泽东党权和军权。近十多年的研究证

明,这种说法是对周恩来的有意中伤。在临时

中央排挤毛的过程中,周恩来在临时中央与毛

泽东之间,做了大量维护毛的工作。但结果毛

仍被排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中国革命

造成了重大损失。湘江战役后,党内军内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 ∀左 #的路线的危害,包括周恩
来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对红军的不可替代性,

这就是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率先推举毛

出山领导红军的背景。虽然遵义会议的决议结

果仍然是 ∀周负责、毛帮助 #的格局,但周恩来
主动让贤,处处支持毛泽东充分施展无人能及

的军事天才,创造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军

事奇迹。在此期间,发生古城战役失利,博古、

王稼祥等人怀疑毛指挥能力;在是否攻打打鼓

新场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

相左,毛辞职,张闻天同意并举手通过让毛辞

职,后经毛再找周恩来,周恩来从中斡旋,才使

毛辞职未致弄假成真等曲折,可见周对毛军事

领导地位确立的举足轻重的贡献。就连攻击诬

蔑周恩来的高文谦也不得不承认,遵义会议前

后,周恩来作出支持毛泽东的重大抉择是周恩

来 ∀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 ∀这一决定是对中
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 # [ 4]。在四川沙窝,周

恩来病重不能视事, 1935年 8月 19日中央决

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1935年 11月 3日陕

北下寺湾会议,张闻天推荐毛泽东任军委主席,

王稼祥推荐周恩来任军委主席,毛泽东附和王

稼祥意见,但周恩来坚持让毛任主席,他与彭德

怀任副主席。至此,军事领导格局由 ∀周负责、
毛帮助 #转变为 ∀毛负责、周帮助 #,直到革命胜
利。毛泽东曾说,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是他的主

要助手。解放后,形式上不存在这个格局了,但

本质上依然如此,这从朝鲜战争以及台海之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行动,都可以看出这

一点。

没有提周恩来是军事第一人,不仅仅是因

为周后期军事贡献无法与毛相比,更重要的还

有两点:

其一,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早期军事方面的

贡献,虽然是无人可比的,但此时他在这方面的

贡献,所取得的军事方面的成功,仅是局部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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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没有全局的成功。全局的胜利是其后在毛

的领导下取得的。

其二,同周恩来任何其他方面的贡献和成

功一样,周恩来的成功是因为有毛泽东。正如

金冲及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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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这就是不能说周恩来是

中国军事第一人的根本原因。

三、大军事理论家

大军事家,不仅要求有伟大的军事业绩,还

要求有军事家所处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系统的军

事理论。就周恩来来说,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如

下几方面重大贡献:

第一, 1922年,周恩来就论述了革命武装

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真正革
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

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 6]104

第二,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中,他创造了

一整套革命军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他对创建

新型军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初步解决了一
些重大原则问题:建军的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

领导,创建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规定军队的纪

律,处理军民关系等。毛泽东曾指出: ∀那时军
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

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

目。# [ 7] 1925年 6月,他曾为黄埔军校学生作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 [ 6] 116的讲演,明确指出 ∀军
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

级的工具 #, ∀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
锋 # [ 6] 116。说明他很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理论

研究。

第三,周恩来对于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有着突

出的贡献。关于这一理论,概括周毛逝世以后

30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应确立四点认识: 1、这

一重大理论,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智慧

的结晶,不应简单地归纳为哪一个人的功劳; 2、

毛泽东、朱德等人开创革命根据地,是这一理论

实践的先导,有开创之功,是打破临时中央执行

国际路线    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开始,也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的第一步; 3、当时处于中

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地位的周恩来最早敏锐地察

觉朱毛红军这一重大实践的巨大意义,并从理

论的高度加以审视。 ∀八七 #会议以后,中共确
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两大指导方针,但在

实践上如何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当时中共领导

人一时还很少有人去做。周恩来最早在这方面

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教训和

广东党内的分歧以及三大武装起义后中共党组

织的状况,思考了 ∀八七 #会议以来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 1928年 1月,他指示贺龙、周逸群等

前往湘鄂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提出 ∀依山建
军,再向平原发展 #的方针 [ 6] 198。 1928年 4月,

他指出: ∀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
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他批评那种只重视
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

观点说: ∀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
形式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

致引到乡村 (对城市 )的等待,这是不好的。#他
认为,现在需要加紧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

合 [ 6] 201。这是周恩来联系中国实际, 逐步抛弃

城市中心论的开始。 1928年 6月,他在六大发

言中强调, 中国革命有武装割据局面的可能。

他说: ∀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
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

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

于苏维埃口号之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

权。# [ 6] 2101929年 3月,周恩来在给贺龙、周逸群

的信中指出: ∀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
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

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

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

量 (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

的力量 ) ,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之工商业的城

市。# [ 6] 2401929年 9月,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

的信 ( ∀九月来信 # )中指出: ∀先有农村红军,后
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

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

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 就是一种取消观

念。#1930年 4月,他在德共 ∃赤旗报 %上写道:
∀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
主要特征 #。同年 9月,他纠正立三路线,明确

指出 ∀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
现的 #, ∀你们的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
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 # [6] 270。所有这些,我们

看到了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认识逐步深化的过

程。以 ∀九月来信 #为标志,周恩来关于农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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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核

心内涵,已经基本架构起来。 ∀九月来信 #是周
恩来、李立三、陈毅共同研究,陈毅起草,周恩来

审定的,当然不能否认陈毅、李立三这方面的贡

献,但主导者是周恩来。 4、毛泽东、朱德等人创

立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

争结合起来。 1930年, 从 ∃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 %起,毛泽东开始把这一实践上升到理论高
度来认识。周恩来较早地从理论上思考这一问

题,这同他处于党的实际负责人的地位有关。

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 ∀在这一理论的
开创时期,周恩来比同辈人提出要早些,论述也

较深一些,当然,这一理论形成科学体系并臻于

成熟,则是到抗战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的集体

智慧,总结全党的革命实践经验在其一系列著

作中完成的 # [ 1] 218 219。金冲及同志指出: ∀周恩
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

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贡

献。# [ 6] 269

第四,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

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 1、关于建军理论:他指

出人民军队的阶级成分应以工农为主体,根本

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必须无产阶级化,

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军事制度,政治工作制度

是灵魂。 2、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周恩来一贯

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放手发动群

众进行人民战争,才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

证。 3、关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反复强调

依据具体条件和客观形势确定作战方针;在力

量相对而言较弱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

不断发展和正确运用作战形式;战略上更强调

原则性,战术上更强调灵活性等。他还重视军

事实践的理论研究。 1948年春,他写了 ∃军事
原则 %提纲,提出贯彻十大军事原则,要实行正
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大步前

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要

注意提高技术和战术,节省人力、物力和弹药、

用于歼灭敌人。这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

军事论述 [ 1] 218。应该指出的是, 周恩来这些理

论贡献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相互辉映,有

些是他独自贡献的,更多的是他们共同创造的。

当然也还有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但延安时期及

其以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多、更系统。

四、大军事战略家

周恩来研究者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

有一共识, 毛周合作一般地说: ∀毛是决策
者, 周是执行者 # [ 5]; 毛多从战略上考虑, 周

多从战术上考虑。周恩来自己也说过类似的

话: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 而我往往从
战术上看问题。# 一般地说, 这是对的。但不
能绝对化, 更不能以此否定周恩来是个大战略

家。说周恩来是大战略家的根据是: 1、在中

央苏区, 毛泽东与执行 ∀左 # 的国际路线的
同志发生分歧, 毛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等错误战

略, 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 并在对待毛

泽东问题上, 尽力维护毛泽东, 坚持认为毛泽

东留在前方 ∀对战争有帮助 # [ 6] 315。 2、湘江战

役后, 周恩来主动承担军事指挥的责任, 特别

是在通道、黎平会议上,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

见, 并让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有

机会出席最高军事会议, 并能充分发表自己的

意见, 最后实现了 ∀通道改向 #、 ∀黎平转
兵 #。其后才会有遵义会议。这是周恩来一生
中最重大的决定。这一决定其影响十分深远,

可见周恩来战略眼光之深邃。 3、遵义会议上,

他与毛泽东配合默契, 以后较长时间与毛泽东

保持这种默契。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领导

权, 暂不涉及政治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 以团

结张闻天为代表的一大批从王明宗派团体中分

化出来的领导人, 并逐步实现军事领导权、党

的领导权向毛泽东过渡。后来的实践证明, 毛

周的这一默契具有深远的意义。迪克 &威尔逊
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 ∀遵义会议的
全部成果 # 可能就是此前 ∀周毛之间达成了
一致意见 # [ 8] 116。他还用一句话概括了毛周这

种默契关系的意义: ∀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
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 [ 8] 300保持这

样的默契, 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 是极少见

的。 4、不仅长征中, 周恩来提出北上 ∀川陕
甘 #, 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 ∀全体通过恩来的
战略方针 # [6] 356。抗日战争中, 挺进华北、太

原保卫战等重大决策, 周恩来也参与了战略谋

划; 解放战争中, 像西北战场、三大战役、渡

江战役等等,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就是像平型关大战、台儿庄大战,

也是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和建议后, 进行战

役计划的设计的。总之, 周恩来是一位当之无

愧的大军事战略家。

五、大军事实践家

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几乎贯串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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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事生涯比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的历

史还早。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中,他作为武装

力量的领导人或领导人之一的时间最长。在革

命战争年代,他领导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前文

涉及的那些重大军事活动。就是在建国后,他

依然在军事领域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建国

初,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参

与了出兵决策;其后自始至终协助毛泽东制定

抗美援朝的战略和战役方针,并保障后勤供给;

50 60年代,台海之间的军事行动, 也浸透了

他的心血;就是 ∀文革 #动乱的年代, 他一也如
继往地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一
个个篡党篡军的阴谋,保障人民军队领导权和

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作为大军事

实践家周恩来除了上述这些实践活动以外,另

有如下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第一,红军三大主力的创建与形成,与周恩

来的早期工作有重大关系。 1929年,朱毛红军

内部发生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后在周恩来的

直接领导下, ∀九月来信 #促成了古田会议决
议,纠正了红军初创时期一些错误倾向,化解了

朱毛分歧,使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

其后周恩来到中央军区,形成了 ∀周负责、毛帮
助 #的军事领导格局, 使红军多次粉碎蒋介石
的军事围剿,直至长征前夕。前文已经涉及,红

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贺龙肖克所部,

从派贺龙、周逸群等到湘鄂边创立根据地起,周

恩来就一直就建军思想、发展方针多次给予指

导,甚至具体指示他们学习朱毛红军,包括将党

支部建在连队、游击战十六字诀 [ 6] 241等。就是

第四方面军,也是在周恩来组织领导下发展起

来的。 1929年中央派徐向前等人到鄂豫边,

1930年 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边特

委和红一军军部正式成立,这便是以后的鄂豫

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1934年春,在

第五次反围剿极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应鄂豫

皖省委的要求, 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边区, 临行

前,周恩来叮嘱他学习和贯彻朱毛红军创建根

据地的经验。后程子华任红 25军军长,不久西

征 [ 6]339。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 ∀中国工农红军
的三大主力    一方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
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这些也同周恩来主持下

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 6] 242

第二,周恩来为军事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作

出了巨大贡献: 1、以两弹一星为主要内容的国

防现代化,他殚精积虑、孜孜以求,在前后仅几

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原子弹    氢弹    人
造卫星的三级跳; 2、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国人民

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多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

转变; 3、为了军事现代化、正规化,他协助毛泽

东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的授衔、军委所属军事院

校的组建、军队高级干部的轮训,以及保持人民

解放军优良传统有关制度的建立,等等。 1952

年后,周恩来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党的八大

以后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但作为中共中央副

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仍然关心国防事务,始终

是党和国家的军事领导人。

第三,在实战上,在具体战役的指挥上,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反围剿,他与朱德、刘伯

承等人与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   蒋介石最亲
信的将领陈诚对垒,创立了诱敌深入、预设战场、

大兵团伏击、大规模歼灭战的辉煌战例,后成为

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的典型范例。把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归结为王明路线或毛泽东军事路线

的胜利,这两种说法都嫌牵强,应该说是周恩来、

朱德、刘伯承等大军事家联手创造的杰作。

第四,周恩来长时期是将毛泽东军事战略

付诸实施的最高、最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一

点为老一辈军事领导人共同称道。正如长征中

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后来回忆

所说: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
线,但每次战役的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

席指挥。# [ 6] 350周恩来的思维方式与工作作风是

举轻若重,但又不被繁忙的事务所困。尼克松

曾经指出: ∀即使他在亲身护理每一棵树时,也
总能够看到森林 # [ 9] 331 332, ∀周所具有的这种精
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

袖 # [ 9] 330。周恩来所具有的注重调查研究、知己

知彼、谨慎严细果断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正

是大军事实践家极为可贵的品质。

六、结论

综上所述,周恩来从 1924年担任中共军事

领导人起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于党和国家

的军事领导人的位置上。毛周合作是中共早期

约半个世纪军事实践的显著特点。前期 ∀周负
责、毛帮助 #,后期 ∀毛负责、周帮助 #。在这过
程中 , ∀周恩来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开

(下转第 30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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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周恩来针对大学招生工作中的这种

∀左 #的表现,明确提出 ∀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
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 # [ 2] 238。周恩来在

∀文革 #中反对教育工作中极 ∀左 #思潮的许多
真知灼见,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未得到认真

贯彻,但他 ∀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
作用 # [ 5] 2, ∀没有周恩来同志, ∋文化大革命 (的
后果不堪设想 # [ 5] 3。周恩来那种在强大压力下

坚持原则、力排众议的大无畏精神和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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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发展人民战争、灵

活运用战略战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的

道路、建设现代化国防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

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1] 216。

军事家一般不仅要有长期的军事指挥实

践,还要有卓著的军功,更要有系统的军事理论

和战略思想。大军事家与一般军事家的区别,

不仅在于军功的更高更大,理论的更系统,还在

于其理论的系统、军功的高大,足以影响历史的

进程。毛泽东、周恩来就是这样的大军事家。

中共党史、中共军事史,毛泽东、周恩来的

名字是相互辉映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周恩来

诞辰 100周年讲话中指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

主要助手。在军事上也是这样,周恩来更多的

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特别是从领导全局走向

胜利的角度来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作为大军事家周恩来,他在中国革命军事

史上地位,如同他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

地位一样,不论你如何肯定他、歌颂他,都不为

过,但有一点,那就是必须摆正他与毛的关系,

不能把他与毛并列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周恩

来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中,仅次于毛泽东的大

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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