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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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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到完成的全过程, 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

的关键性努力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不容淡

化。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毛周之间达成的默契,这样概括不无偏颇,但视角却是独

特的, 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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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义会议中周恩来的关键性作用

综合近十多年来有关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

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共识: ! 遵义会议从酝
酿 ∀ ∀ ∀ 准备 ∀ ∀ ∀ 召开 ∀ ∀ ∀ 完成的 ##全过程,

每个关键环节都贯串着周恩来所作的努力和贡

献。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周恩来从思想上与

毛泽东趋于一致到合作更好的过程。∃ [ 1] 136关于

这一点,另一位研究者金朝辉同志作过比较准

确的评价: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左倾∃错误路
线决裂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关键;遵义

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肯定与举荐是毛泽东

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遵义会议后,周恩

来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尊重与维护是毛泽东领

袖地位确立的关键[ 2]。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

的关键性作用,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周恩来为遵义会议的准备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军中怨声四起,

对!左∃的军事领导,群起而攻之。博古、李德方

寸已乱,一筹莫展,十分颓唐沮丧,博古甚至想

引咎自戕[ 3] 227。李、博再难负起军事指挥的责

任。在这种情况下,惟! 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

恩来! 毅然挑起重担, 承担了实际指挥的责

任∃ [ 4] 479。周恩来在实际担负这一重任的同时,

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红军领导权,主要是请毛泽

东重新出山指挥红军的问题。周恩来的这种想

法, !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
表性的∃。朱德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
彻夜长谈时,就曾说过: ! 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
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

着的游击经验,因此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

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 5]47 48

长征前夕,在当时中央高层领袖人物中,张

闻天因博、洛分歧而逐渐与李德、博古疏远,而

与毛泽东逐步密切起来。这与毛泽东在宁都会

议后,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一方面等待、一方面

做分化工作有关。长征一开始,毛泽东主动与

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中央队行动,成为有名的

!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的这种主动进攻和分
化工作,当时是公开的秘密。美名记者索尔兹

伯里称其为!担架上的%阴谋& ∃ [ 6]。李德后来在

回忆录中也提到留守江西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

项英也曾对此表示忧虑: !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
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可能依靠
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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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

中∃ [7] 127。正如项英所料,湘江战役后,毛联合

!很有影响的人∃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公开批评
中央的军事路线,要求开会讨论失败的原因,并

终于取得!军队的领导干部∃周恩来的支持,开

会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决定清算博古、李德

军事指挥的失误。

周恩来当然洞悉毛泽东的意图,但在湘江

战役前,周恩来尚未与!左∃的路线做出决裂的
决断,所以周一方面保持与毛的接触,一方面也

不支持毛关于改变军事领导的动议。这就是毛

泽东在回忆中所说的!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

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

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 ∋ ∋
(朱德) , ∋ ∋ ∋ (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

四,解决不了问题∃ [ 8]126。尼克松描述周恩来成

熟稳健的政治斗争策略时说: !他会暂时不出头
露面,等到联合陷入僵局, 他的支持就成了关

键。∃ [ 9]湘江战役后,周恩来认识到!眼下事关几
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

们一意孤行了∃ ,从此改变了此前虽常与李德争

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顾问的面子上,往往

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的
一贯态度,这就是周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的

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此后与李德也逐渐

疏远了的实质内容。

湘江战役的惨败,促使周恩来与! 左∃的军
事路线决裂,最高! 三人团∃瓦解。当红军面临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别无选择了∃,于

是他 ! 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
定∃ [5] 50。这一决定是从通道会议前夕开始的。

贺子珍回忆说: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
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

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把红军队伍拉到贵

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

实行的。∃ [10] 194的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

周恩来的支持。周不顾李德的责难,坚持召开

通道会议,讨论毛的意见。这使毛泽东自宁都

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

权。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

东的意见,西进贵州。这就是!通道改向∃。刘
伯承后来回忆说: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

主张改变方针,所剩 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

灭。∃ [ 11] !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
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 [2]。

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做出了比通道会议

更为重大的关键性决定: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

入黔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

边的主张,并正式否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

创建新苏区的原计划。这就是!黎平转兵∃。黎
平转兵标志着红军开始从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中摆脱出来。黎平会议同时还决定适当时候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清算!左∃的军事路线的
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接着, 1935年 1月 1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

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采取组织措施排除李德对

中央重大军事指挥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经过
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

让李德指挥作战, 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

议。∃ [ 12]66周恩来在红军与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

亡的关键时刻,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

议、猴场会议,尤其是黎平会议,做出了!他一生
中最重要的决定∃, !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
影响至深至巨∃ [ 5] 50 51 ,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聂

荣臻指出: !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

战略转变的开始∃ [ 3]237 , ! 而在这个关键会议上
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周恩来∃。! 这个评论是适
当的∃ [ 1] 133。

(二)周恩来是遵义会议最关键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

在前文所引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的那段谈

话中,毛泽东还说: !每天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
对四票,后来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

下去了。我就提出##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

军团一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

会议。∃ [ 8] 126这里的! 他们也同意了∃, 主要是周

恩来同意了。正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同

夫人贺子珍说的那样,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
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

起来的∃ [ 10] 195。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是政治局

常委,在党内位居博古之后,与洛甫相当。但周

恩来还是最高!三人团∃成员,而且湘江战役后,

实际上担负了红军行动的指挥责任。事实上也

是周恩来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具体的准备。

1935年 1月 9日红军进入遵义城,周恩来即布

置参谋人员准备会场,对一、五、九军团的行动

和会议期间的任务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包括

对各军团的指挥问题作了部署,这有 1月 10日

196



2006. 2 第 28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和 1月 13 日两天军委的电文为证。周恩来还

亲自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参加会议。这份

电报不仅是后来研究者们判断遵义会议召开的

准确时间的最好证据,也是周恩来作为会议最

主要的筹备者、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有力

证据。毛泽东看到了把会议成员扩大到军团一

级是解决当时中央领导层军事分歧的关键举

措,当时的周恩来也完全明白扩大到军团一级

意味着什么。贺子珍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建议

中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

州, !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

实行的∃。这一资料不仅证明周在黎平会议上
的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毛、周在遵义

会议前夕已经达成! 默契∃。周恩来甚至在黎平
会议期间对李德拍桌子,并做出了适当时候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这不是偶然的。为

了保证军团负责人与会,使这一关键性举措不

致落空,周恩来极其慎重,亲自打电报通知军团

负责人与会。关于周恩来的这一重大的关键性

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对红一师的师

长李聚奎曾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

了重要作用。∃ [ 13] 出席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后来

回忆说: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
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12] 98

(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性作用。

周恩来不仅为会议创造条件、提供组织保

证,以及为会议的筹备、安排、组织领导,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而且就会议本身、会议

进程, 周恩来也起到了重要影响, 这表现在三

个方面:

其一, !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

用∃。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后

做了副报告,从主观上作了检讨。为准备这一

报告,周恩来作了!严肃而认真的准备∃, !会前,

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

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 [ 14]。周恩来认真分析研

究,从中总结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
指挥上,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和得失。

他的发言有三个特殊作用:一是给后来毛泽东

的发言(批评军事指挥的失误)以有力的支持。

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周自己承认失误,使不

愿承认失误的博古、李德陷入被动,进一步促成

了!三人团∃的解体。李德是!完全坚决的不同
意对于他的批评的∃ [12] 42。他后来回忆说: ! 博
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

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

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

倒向了毛泽东。∃ [ 7]132周恩来的主动认错,对博

古也产生了影响,虽然他最终仍持保留意见,但

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的错

误。二是周的自我批评,现身说法,有说服力,

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他的谦虚诚恳与博古、李德

的不肯认错形成鲜明对照,促人警醒。他的自

我批评起到了从决策层、领导层内部的角度进

行批评的作用,比毛泽东等人从反对者的角度

所进行的批评更容易为与会者所接受。三是他

的自我批评,为随后他提出撤销自己的领导职

务、举荐毛泽东作了铺垫。

其二,高风亮节,促成了会议统一意见的形

成。遵义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形成三方面

的意见分歧。一是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

同志为代表的批评五次反! 围剿∃以来军事路线
的!批评派∃,主张撤换!三人团∃的军事领导;二

是以博古、李德、凯丰等人为代表的!维护派∃对
他们在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或拒不承认,

或者避重就轻;三是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

云、聂荣臻等人为代表的!中间派∃ ,他们支持毛

泽东等人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失误的
批评,同时也认为湘江战役以来,周恩来主持军

务,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经过! 通道改向∃、!黎平
转兵∃,实现了红军战略转变,已经由被动争得

了主动,因此他们赞成!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
领导之后∃, !更愿意由待人谦和、容易相处的周
氏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借重毛的军事才能,

就像宁都会议前军中的领导格局一样∃。! 最
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撤

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由他首先提出,推举毛泽

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高姿态,使博古、

李德陷入孤立, !促使会议形成了最后的决议∃。
周的自我批评和主动让贤,赢得了全会的理解

和信任,这就是决议最后确定他作为!党内委托
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也

是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的! 帮助者∃的原因所
在[5] 51 52。

其三,推举毛泽东,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

立起了关键性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推举

毛泽东,不仅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促使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遵

义会议后,周恩来、张闻天都自觉地将自己置于

!配角∃的位置上,为实际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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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指出: ! 恩
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支持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

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

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 [ 15]

另外,周恩来在保证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历

史任务的完成,最终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上也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方面的内容,下文再作

论述。

总之,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挥的巨大历

史作用,近十多年来,已经为广大研究者所重

视,并已形成共识。正如黄少群在评述周恩来

在红军长征中特殊贡献时所指出的那样: ! 周恩
来在遵义会议上的这个历史性作用是无人可以

比拟的。∃ [ 1]134 135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权威依

据的,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
纲)中写道: !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
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 12] 42在这里,特别地

突出了周恩来。应该说,这是对周恩来在遵义

会议上的特殊地位和发挥!无人可比∃的重大作
用的最权威的肯定。这份文献的权威性在于:

第一,出自权威的时间: 遵义会议后不久 1935

年 2月 ∀ 3月间,红军由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

中;第二,撰写人的权威性,陈云是遵义会议的

与会者,是代表党中央撰写的;第三,发出单位

的权威性, !传达提纲∃是党中央宣传贯彻遵义
会议精神的文件,不同于一般与会者的回忆录。

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早已为这份

最权威的文献所确定,是任何人也淡化不了的。

二、对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理解

(一)遵义会议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党的! 七大∃一次讲话中说: ! 遵义
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

大。∃ [ 16] 邓小平指出: !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

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
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 17] 309 ,

又说: !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

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

集体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我们党
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

这一代开始。∃ [ 17] 298

张闻天指出: ! 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

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

立。∃ [ 12]79 80遵义会议后一天, 1935 年 1月 18 日

政治局常委分工首先做出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军

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决定。1935 年 2月 5 日,

在!鸡鸣三省∃(云南扎西 )的一个村子里,政治

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其后,

党中央经历了由洛 ∀ 周 ∀ 毛到洛 ∀ 毛 ∀ 周的一
段微妙的过渡期。起初,洛甫!负总责∃,周恩来

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者∃ ,毛泽东是周恩来军

事上的! 帮助者∃。1935 年 6 月,一、四方面军

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接着张国焘闹分裂,想当

军委主席, ! 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的要
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

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

样安排好, 表示赞同∃ [ 18]。其后周恩来病倒不

能视事, 1935 年 8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

定由毛取代周分工军事工作。1935 年 11月 3

日下寺湾会议,毛泽东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毛成为我党军

事指挥上的一把手, 洛 ∀ 周 ∀ 毛格局转变为
洛 ∀ 毛 ∀ 周格局。1938年 9 月 ∀ 11月,六届六

中全会后,张闻天! 只在形式上当主席∃, 1942

年 1 月 26日,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43

年 3 月 20日毛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主

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

这标志第一代领导集体进入成熟期。1945 年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全军的领

导地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真正形成,第一

代领导集体得到了全党组织上、思想上的确认。

回顾这一段领导格局转换的过程,笔者认

为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毛泽东领袖地位、第

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地位的确立,不仅与

张闻天甘当! 配角∃,而且与周恩来的主动! 让
贤∃直接相关;第二,不论是!洛 ∀ 周 ∀ 毛∃还是
!洛 ∀ 毛 ∀ 周∃格局,真正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

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上所讲的遵义会议实

际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根据,这就是我

们同(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的分歧所
在。高先生认为! 长期以来,毛、周关系中被弄

得最为混乱不清的就是遵义会议后这一段∃,并

对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
导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
的依据∃ [ 5] 53。高不是不懂得,而是故意疏忽了

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党的领导核心不

是靠组织决定确立的。王明就曾抱着这样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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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他终究成不了!核心∃。六届六中全会前
后,随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 在领导
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应该
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

来的领袖∃, 要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 19] 136 137, 其

后王明的态度有所改变。1940年 5 月 30 日王

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称赞毛泽东是! 全
党团结的核心∃, ! 是公认的领袖∃ [ 19] 137。当时形

式上的一把手仍然是张闻天,毛并没有!正式组
织决定上的依据∃ ,类似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第二

代领导集体曾再次出现过。连王明也不得不承

认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领导核心;而且具有历

史讽刺意味的是, ! 核心∃说最早竞出自王明之
口,岂不更令人深思!

需要指出,把遵义会议后中共第一代领导

集体其核心的最初格局概括为 ! 洛毛合作格
局∃ [20] 120 ,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全面。因为在那微

妙的过渡阶段,周恩来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不能

简单地被排除在外。另外, 就是前文所说的

洛 ∀ 周 ∀ 毛到洛 ∀ 毛 ∀ 周,也仅仅是第一代领

导集体形成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

的格局。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与第一代领导集

体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成熟性。邓小平论

述第一代领导集体,再三强调!成熟∃,是值得我

们深思的。过渡性就是不成熟性。邓小平讲第

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是对

张闻天作为过渡性领袖地位的肯定。但成熟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毛刘周朱开始,而不是从

毛张合作开始。对张闻天,应该给以较高的历

史地位,但也要注意适当。

(二)遵义会议与毛周达成默契。

迪克 ∗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关于

遵义会议有这样一段话: !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
论, %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
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

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

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 %不出所料,周恩

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 [21] 11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不多见。考察毛泽

东、周恩来五次反%围剿&以来,逐步达成一致意

见的过程,如下情况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1934年 4月下旬, !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

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

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

后才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 [ 22] 324。其后毛泽东

同南线的刘晓、何长工等同志利用陈济棠的粤

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摆正! 打∃与!和∃
的关系,为南线御敌争得了主动权。此时的毛

周都受到博古、李德的排挤。周恩来与李德关

于打破敌人的! 围剿∃经常发生争论。6 月 22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情况,建议红七

军团可不南调, 周恩来接受了毛的建议[ 22] 326。

在同受排挤的情况下,毛周的协调却得到了加

强。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

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9 月 20 日毛泽

东急电报告周恩来, ! 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
严∃。!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从于都方向
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 22] 329。10 月初,何长工

与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

三天谈判,达成!就地停战∃, ! 必要时可以相互
借路∃等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

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开辟了

道路[22]326。10月 10日中共中央撤离瑞金,从于

都突围,开始长征。刘英的回忆说,毛主席 9月

份来于都,有!特别任务∃ ,红军于都突围, !走的
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22] 331 332。

博古、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毛、周相继遭

排挤,处境相似。1934年 1 月 4日周恩来奉调

回瑞金, 2 月 3 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

夺∃ [ 23] 336。1934年 4 月中旬,博古、李德调集红

军主力坚守广昌,组织野战司令部,周恩来被放

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据曾任李德翻译的伍

修权回忆,周恩来! 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
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

案。特别是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

调所谓%正规军& 打%阵地战& , 用红军%多路分
兵& ,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 ;周恩来同志主张

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部署牵制力量,

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的兵力,以粉碎

敌人的进攻∃ [ 23] 338。在战略战术上主张发扬第

四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与毛泽东一贯的军事

思想比较一致。广昌战役期间,周恩来派程子

华到鄂豫皖去,临行前谈话中关于根据地建设

和战略战术问题,强调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程子华回忆说: !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

从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

的。∃ [ 23]339这就是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期间,

周恩来与李德闹翻,以致猴场会议周恩来下决

心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的背景。!那么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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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

东了∃ [5] 47 ,高氏以灰色眼光看毛周关系,但他看

到了遵义会议前夕毛周已趋于一致,这却是合

乎实际的。

(三)关于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回忆遵义会议

一段话的认识。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

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

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

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

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

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

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

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

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

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

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12] 64

有些研究者,引周恩来自己的这段话,以贬

低或矮化周恩来。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应注意

到:第一,这是周恩来在整风中自我批评的一段

话,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更要低调,避免评

功摆好。他自己说对军事错误, !开始认识∃,显

然是自谦。第二,他与李德的争论,早在长征前

已开始,在黎平的争论很激烈。!总理批评了李
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起

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去把灯点上∃ [24] ,并不

是此处轻描淡写的!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了∃。第三,遵义会议上周旗帜鲜明地推举毛泽

东,不仅仅与博古、李德的态度有区别。因此,

引用这段话,来否定毛、周遵义会议前逐步达成

一致,或者出于某种目的,矮化周恩来,是缺乏

说服力的。第四,延安整风,旨在总结经验教

训。周恩来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期,曾是中

央领导班子中重要成员,自觉不自觉地支持过

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错误他也有份。特别是抗

战初,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周曾因共产国际的原

因,一时态度不明朗。整风中,周更加低调,以

示诚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黄少群同志总结

说: !周恩来这段发言,实际上说明了他在遵义

会议阶段对毛泽东主张的大力支持,也说明了

他思想发展的成熟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周恩来

的那种不掠美、不邀功,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

伟大胸襟∃ [1] 131 ,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

实事求是的。

(四)关于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理解。

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见诸于文献和

较多的研究成果中,多强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

东的领袖地位和由此开始的伟大的历史转折。

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毛周之间达成的

默契,这样的概括不能说没有偏颇,但这样的概

括视角是独特的,分析是别开生面、入木三分

的。所谓默契,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相

互协调而又心照不宣的。如果说周恩来与毛泽

东在宁都会议之前,存在着某些不协调,从长征

的准备,到湘江战役后,逐步协调、达成一致,到

遵义会议中心照不宣地相互支持,把逐步确立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主动与毛合作,还多少有一

点自觉不自觉的朦胧意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

以后,这种朦胧意识就逐步为越来越清醒的自

觉行动所代替,逐步真正的心照不宣了,合作真

正的默契了。毛周关系高度默契长达 40多年,

直至他们相继逝世, !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
有破裂∃ [ 21] 303 ,关于这一点,迪克 ∗ 威尔逊有较
深入的分析,他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毛周默契

关系的重大意义: !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
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 [21]300所以遵义会

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

领袖地位和毛周合作作为此后中共最高领导层

领袖群体 ∀ ∀ ∀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导关系。毛
泽东为领袖,周恩来为主要助手,第一代领导集

体这一主导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

中国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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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方式拿来的经典,就常常会给人以时间上的

不均匀感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混淆感。这种在

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本土化过程中存于第一、

第四阶段初期的历史事实,无疑是值得读者乃

至研究者予以注意的地方。

第三,总之,通过对 20 世纪外国文学经典

的特征、本土化历程的考察,我们不但可以从中

发现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而且,也可以看出百

年中国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经典中存在的诸多

方面的问题。而事实上,外国文学经典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经典化过程

也一直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客观存在。因此,

对于正在历经逐步经典化过程或曰以经典方式

认同的外国文学而言,如何超越时代的局限,并

在不断进行的过程中廓清经典与发现经典就是

一个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命题,即它不仅仅

应当停留在研究界、创作界以及读者接受的层

面,它还涉及到文学交流以及文化兼容这样具

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历史性话题。或许只有这

样,外国文学经典才能在保持现实关怀下为更

多的读者所认可、熟识,而文学史意义上众多崭

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也将由此萌生并进而得到良

性的传承!

注  释:

+  对于冯至翻译为(漫游者的夜歌)、(迷娘之歌)的歌

德作品, 梁宗岱分别译为(流浪者之夜歌)、(迷娘

歌), 而且, 比较二者的具体翻译内容, 也可发现, 梁

宗岱的翻译更接近具有古朴倾向的书面语, 冯至的

则相对接近轻松的现代书面语。同时, 在梁宗岱的

翻译中,歌德一直作! 哥德∃。具体内容分别见(梁宗

岱文集∗ 第 3 卷 ∗ 译诗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香港

天汉图书公司合出, 2003 年版; (冯至全集 ∗ 第九

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  这些现象具体可包括译林出版社! 外国文学经典∃系

列( 1995年第一次印刷, 2004 年第十四次印刷)、人

民文学出版社!外国名著文库∃系列( 1994 年第一次

印刷, 2004年第八次印刷) , 以及 1999 年 (时值歌德

诞辰二百五十周年, 巴尔扎克、普希金诞辰二百周

年,海明威诞辰一百周年)出现的四大世界文学史巨

匠齐聚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以及为此而出现的纪念活

动、全集出版工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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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le person" . In the course of fo rming t he standard, Mozi created his ow n character istics at the aspects as fo llow s:

educat ional g oal and task, subject character and teaching mater ial contents, know ledge request and the ultimate r esult .

H ow ever , the unique qualit y educat ional standard was in obliv ion go 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 y. In modern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annotate aga in M ozi's educat ion thought and make it ex ert fully functions in modern qu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educational standard; capable person; innovation

Zhou En lai's Contributions to Zunyi Meeting WANG H ao

( H 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 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w hole cour se o f Zuny i Meeting , fr om the brew , preparat ion to convene, ever y key stag e w as penetrat ed

w ith Zhou En lai's endeavo r. Therefo re, Zhou En lai's impo rtant ro le in Zunyi Meeting w ill not be allow ed to desalinate.

T hinking that the w ho le significance of Zuny i meeting lies in the tacit ag reement betw 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is

par tial, how ever, the visual angle is unique and the analysis, pr ofound.

Key words:Zhou En lai; Zunyi M eet ing ; Mao Ze dong ; militar y conduct or; relat ions betw 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On the Network Political Culture'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Function LI Bin

( College o f Fo reign Studies, N ingx ia U niversit y, Y inchuan, N 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po litical cultur e has a significant inf 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ex 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 litica l

rule syste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 f netw ork endow s the political cult ur e w ith new connotation. T he net wo rk culture is

pr ovided with these marked featur es such as mult ivar iate, ar rangement, developing , conformity , high tech, high time

effect, openness, interaction and dummy. T he netwo rk po lit ical culture impact s the po lit ical system and civil po lit ical be

havior, w hich w ill have an impor tant and re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nternet; netw ork po lit ical culture; po litical sy stem; po litical behavio r

Discuss on the Decline of the Northern Jiangsu Local Society since the Modern Time LI Ju lan

( Department of H isto ry and Social Science, H uaiyin Teachers Colleg e, H uaian, Jiang 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moving nor therly of the Yellow River, t he lo st o f tr anspor t piv ot, the change of district politi

cal status and the lack of self developing momentum mechanism, the nor thern Jiang su local societ y declined finally in the

ear ly period o f 20th century. This decline is a const ruct ive decline fo r the modern China society, which went through the

sharp tr ansfo rmation f rom the tr aditional ag r iculture civ ilization to the modern industr ial civ ilizat ion.

Key words: the nor thern Jiang su local so ciety; change the Yellow R iver 's r oute; w ater t ranspor t; salt transpo rt; decline

Test on Imagination and Rationality

 ∀ An Informal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Shan Hai Jing LV Wei, YE Shu x ian, X IAO Bing

Abstract: Shan H ai Jing is know n as the "F ir st Eternal Wonderful Book" in spite of its obscurit y. A t present, in v iew of

some explo ring w orks occurr ing , the liter ature study schoo l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 inv ited some wr iter s and ex

perts to have an info rmal discussion on it. All the present ed considered that the study of Shan H ai Jing must be across

cult ur e, ex tra disciplinar y and all dir ect ional,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my th, w hich challenged our imaginat ion. The illa

tion of "myth politics geogr aphy" confo rms t o t he times'character, at present, it can be a wo rk suppo sitio n. It is necessa

r y to research its meaning , t he images and the or iginal refer ences and to analyze t he r elation betw een the figures and the

w o rds. Further more, they also thought it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 lo calization" and " lo ca l cultur e" through the insight of

" g lobalizat ion" and the v iew o f the "overall culture" .

Key words:Shan Hai Jing ; study of my th; imag ination; rationality

Yuan You's Structural Inner Contradiction, the Writer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ZH ANG Shu guo, L IANG Ai dong

( College o f L iteratur e, Q ingdao Univ ersity , Q 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 "Chong Yue" as the cut o ff point, Yuan You can be divided to tw o par ts: the o riginal and the imitation. The

fo rmer w r iter is L iu An. The latter , namely Guang Sao , was wr itten by Yang Xiong, w ho imitated the Li Sao and Da Ren

Fu. Then it w as attached by L iu An to t he Yuan You. The tw o parts influenced g reatly on Chinese poet ry. Si ma Xiang ru

's Da Ren Fu created his ow n sty le acco rding t o the initia l and second rhyme of the or ig inal Yuan You.

Key words:Chu Ci; Yuan You; H uainan K ing L iu An; Da Ren Fu; Yang 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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