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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石 仲 泉

摘要: 周恩来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从青少年时期他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早年曾旅日、旅欧寻求救国之路。他早在 1921 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从欧洲回国后，开始建立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为探索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进行艰苦卓绝斗争。抗日战

争时期，他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赢得近百年来第一次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新中国建立

后，周恩来励精图治，谋划发展。他呕心沥血，心系人民; 经纶神州，披肝沥胆; 殚精竭虑，睦邻安邦。他

夙夜吐哺，清明廉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使党不分裂，为使国家

机器正常运转，苦苦地支撑局面，尽力维系着国民经济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努力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和知

识分子。周恩来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也未能见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但他为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作了不

懈努力。他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绘制的“四化”愿景，为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了初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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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而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波澜壮阔历程中，

周恩来身居中央领导核心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没有第二人的。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

熟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的一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一生。

一、求学、留洋、考察，为中华之崛起并腾飞世界

周恩来出生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苦难中国。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熏陶，

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恩来 12 岁随伯父到东北读书，次年在沈阳上高小。暑假中，他随同学参观了日俄战争遗

址，听当地老人讲述东北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激发了他的救国之志。在学校，当老师提问读书为

了什么，他明确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①一个 13 岁少年已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高远志向。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四年，既对他的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也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政治取向。

1914 年 10 月他在发表的五言诗中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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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步入青年的他对黑暗时政的愤懑。次年 5 月 9 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企图独占中国的

“二十一条”修正案。他参加天津各界救国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誓雪国耻，不当亡

国奴。随后他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一文，纵览近代国耻，抒发忧国之情，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南开毕业后青年周恩来决定东渡日本，看看这个曾蒙受过外国列强欺凌的邻邦怎样通过明治

维新富强起来，以获得救国之道的启示。他充满激情，抒发抱负，给同学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

世界时”①，展现了周恩来异常浓烈的救国情怀。
周恩来于 1917 年 10 月到了日本。一年半中目睹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认识到“军国”、“贤人政

治”这两种主义救中国是大错特错②。未能考上大学的渺茫前途使他有过苦闷和彷徨，但正值俄国

十月革命爆发，通过阅读反映十月革命的大量资料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书籍，又使他

感到振奋，得到启迪。他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革命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

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

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③。
周恩来在 1919 年 4 月获悉南开创办大学部后，决定“返国图他兴”④。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

爆发，他参与发起成立了觉悟社; 作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天津学生代表两度进京开展斗

争。1920 年 1 月，他作为总指挥，领导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当局逮捕。军阀政府

的残暴镇压和被捕半年的监狱生活，对他的思想变化有巨大影响。思想颤动的周恩来，决定继续

探究崛起中华的救国之道。那时，国内掀起旅欧勤工俭学热潮，他获准推荐出国留学，于 1920 年

10 月远涉重洋。
周恩来旅欧近四年，考察了英国的工人运动和法国、德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勤工俭学生的活动

情况，写了近百篇通讯，广泛报道他的所见所闻。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经过反复思索，他最终作出了救国之道的抉择，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崛起、腾飞中华的

理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作为崛起、腾飞中华的榜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1921 年，他入了

党，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如何使中华民族崛起和腾飞的伟大事业。

二、无限忠诚革命，为中华民族解放

1924 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以实现民族解放。国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急需大批干部，周

恩来被选派回国。同年 9 月，他到达广州，开始了新的征途。从 1924 年 9 月回国起，直到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的 25 年，他驰骋疆场、南征北战、深入龙潭虎穴、运筹帷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对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党内斗争，无论是

两党合作抗日还是两党分裂内战，无论是获得胜利还是遭遇挫折，无论是身居顺境还是身处逆境，

他都以一颗赤子之心表现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在为中华民族解放的艰苦

卓绝斗争中，既创立了丰功伟业，又展现了崇高精神风范。
( 一)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既为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奠立了基础，也为进行武装斗争积累

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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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任职黄埔军校期间，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作了巨大努力。首先，经他改组的大

元帅府铁甲车队，成为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其次，他强调军队的政治教

育工作，在东征军和北伐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对提高革命军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战斗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段经历，使他既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从事军

队政治工作的首创者。在北伐胜利进军时，他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总指挥，这既

是城市武装斗争的尝试，也为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积累了经验。
(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为探索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相忍相让，表

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受命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艰苦探索民族解放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篇”之一。从 1927 年 11 月至 1931 年 12 月，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

作 4 年，负责指导暴动地区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割据，为各农村根据地探索革命道路提供领导

支持。他高度赞扬“朱毛红军”，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既为制定具有建党建军纲领意义的古

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组织保证，又为探索民族解放的中国道路在理论认识上作了新的提升。
周恩来于 1931 年 12 月底到了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苏区他见证了两次

战役的得失，对毛泽东深为敬佩。他在毛泽东身处逆境时，尽其所能给予其关爱、照顾和维护。特

别是在遵义会议上，他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指挥红军，成为实际领导核心。1935
年 8 月在红军过草地前的沙窝会议上，周恩来病重，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

作。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定常委分工，仍由毛泽东负责军

事工作，周恩来负责组织部、宣传部和后方军事工作。周恩来展现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对于红军

摆脱困境，走出绝境，转危为安，度过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抗击

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驻国民党统治区总负

责人，也是我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抗战期间，他与阎锡山、程潜、黄绍竑等国民党将

领多次会谈频繁接触，先后参与谋划了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南京失

守后，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积极交往，同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广交朋友，同文化界人士往来频繁，共同坚持抗战。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常驻战时首都的

重庆，继续与国民党就两党合作抗日进行会商和谈判。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

致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通过各种渠道揭示事变的由来

和真相，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声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加强同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和民族工商业者的交往，不断扩大

统一战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周恩来的广泛交往，使他成为国际社会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也通过他的宣传增强了对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
( 四)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既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又参与解放战争重大决策，协助毛泽东运筹

帷幄，夺取革命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
抗战胜利后，在停战谈判的斗争中，周恩来参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会谈。他提交的《会谈纪

要》草案，既把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确定下来，又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分别说明各自的看法。这

个创举为后来一些会谈公报开了先河。他高度评价政治协商会议谈判达成的协议。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向延安逼近，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主

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关注全局、照顾各方，巨细诸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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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为形势转化、走向胜利创造条件。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

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凡经党中央研究由毛泽东下了决心的事，都由他具体组织布置和贯

彻执行。1948 年 3 月，周恩来随毛泽东等一起东渡黄河，先后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先期来

此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这里成为了解放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周恩来协助毛泽东

运筹全国战场，指挥战略决战，筹建新中国。他协助毛泽东处理同傅作义谈判，成功促使他签订了

和平解放协议。
在西柏坡，周恩来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各方，统筹总理，为新中国奠基。1949 年 1 月底，

米高扬受斯大林派遣来西柏坡，同毛泽东等领导人会谈后说: 周恩来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

理。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也说: 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

定，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领导前往北平。周恩来作为首席代表，主持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

的和平谈判。在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他起草的《国内和平协议》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

京，宣告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随后，他负责筹备新政协，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9 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开幕，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宣告成立，周恩来为之毕生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

三、夙夜吐哺建设，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步奋斗目标，就是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

民共同富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以后

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周恩来说过: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 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我们这些人一

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 一息尚存，就得奋斗。因此，不管面临怎样的狂风巨浪，他夙夜

吐哺建设，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 一) 励精图治，谋划发展。周恩来日理万机，但最根本的职责，就是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早

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在统筹兼顾各方面工作的同时，特别着重以下三项。
一是宏观规划，总揽全局，始终将经济工作摆在首要地位。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向中央提

出“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短短 3 年，中国人民奇迹般地改变了满目疮痍的景象。开展大规模建

设后，他先后主持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国家兴起了建设热潮。“二五计划”尽管

被“大跃进”运动打乱，但经他主持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国民经济重入健康轨

道。1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扭转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基

础，形成了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二是狠抓重点，紧握命脉，治理江河。周恩来说过: 建国以来，他重点抓了两项具体工作，其中

之一就是水利。他认为，水利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国家发

展的一个主要环节。他强调: 治水一定要治本。每年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都要专门讨论水利建

设。我国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体布局，许多大型水电工程的兴建，都是他一手筹划

的。对于长江三峡工程是否建设，他作过半个多月的现场考察，召集相关部委领导和专家 100 多人

进行过深入讨论，决定那时不能上马。
三是突破尖端，抓“上天”工程，跻身世界强国。周恩来抓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上天”，“两

弹一星”建设。他非常重视高新科技发展，在 1956 年主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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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将实施原子能计划列为第一重点。1964 年 10 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说: 如果没有这

一声巨响，就不会有人理睬我们。1966 年 10 月的核试验开创了世界上在本国领土进行导弹、原子

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先例。1967 年 6 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 年 2 月他提出建设秦山核电站

工程。同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样，我国进入掌握核技术的先进国家行列。
( 二) 呕心沥血，心系人民。周恩来抓好经济、发展兴国，一切为了人民福祉。他在 1956 年 1

月的报告中说: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需要。他多次强调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国家建设和

人民生活的关系，一切都要为人民着想。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市严重缺粮。他几乎每天晚上都

找相关部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河北邢台大地震后，

他在第一时间赶到震中现场，看望伤亡群众。他陪外宾到延安，了解到人民生活很苦，含着眼泪

说: 延安的小米哺育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延安人民还吃不饱肚子，我这个总理有责任啊! 周恩

来的一生是心系人民的一生。
( 三) 经纶神州，披肝沥胆。建设国家，振兴中华，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共同奋斗。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兼政协主席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特别在以下三方面做了巨大努力。

一是促进民主协商合作，团结各界人士。周恩来说: 我们管理着这样大一个国家，需要听取各

种意见。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发展不需要政党时为止。还提

出，共产党员要与非党员广交朋友，多交畏友、诤友，合作共事，这样的朋友越多越好。
二是推动民族互助进步，共同建设中华家园。周恩来多次指出: 在我国，民族宜合不宜分，适

宜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使祖国真正成为各民族友爱的大家庭。在他的直接

领导和关怀下，我国成立了五个省级自治区，还有大批自治的州、县、乡等。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经济文化，他提议在内蒙古包头建立国家第三大钢铁基地，修筑改善边疆交通的川藏、青藏、
新藏公路干线，以及广西等地的公路干线。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开办了 10 所民族学院，培养

出 100 多万民族干部。
三是关心知识分子，增强兴国中坚力量。还在全国胜利前夕，周恩来努力争取国统区有影响

的知识分子留下参加新中国建设，邀请海外留学人员早日回国。到 1955 年底，回国知识分子近

1600 人。同时，他还主持制定派遣上万名青年骨干留学苏联的计划。1956 年作报告，他明确提出

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让他们在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

奋斗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尽力保护知识分子。
( 四) 殚精竭虑，睦邻安邦。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卓越外交家。他在改善邦交，谋求睦邻友好，

争取天下朋友，维护国家利益，推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为人们称道的: 一是首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我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方针。二是协助毛泽东指挥和组织抗

美援朝战争，指导停战谈判。三是首次亮相世界舞台的日内瓦会议，为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四

是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原则。五是亲善四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6 年下半年始，他认

真研究中缅边界情况形成解决方案，为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提供了范例。六是广交亚非朋

友。周恩来从 1963 年 12 月 13 日到 1964 年 2 月 5 日，出访亚非欧三大洲，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

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 五) 倡俭戒奢，清明廉洁。周恩来自觉地、始终如一地坚持勤政清廉，倡俭戒奢，把共产党的

性质、宗旨、思想作风，完美地展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矗立起一座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

浩然正气和精神风范的丰碑。这里论列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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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勤政务实，戒慎恐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古训，反映了历代执政的共同规律。中国共

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更需要勤政。周恩来始终铭记着党的历史重任，一生戒慎恐惧地勤奋

工作，谨严认真，周密精细，举轻若重，兢兢业业。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

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

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①勤政必须务实，他反对一切马虎主义、
夸夸其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现象，认为这样下去必将误党害国。

2． 廉政清明，戒私奉公。古云: “政者正也”，是讲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办事公道，不以私害

公。对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更必须廉政清明。周恩来强调共产党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
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他从严律己、律妻、律亲。陈毅敬佩地说: 廉

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3． 忧政思危，戒奢倡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又是一条揭示执政规律的古

训。周恩来认为: 尽管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场习俗在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生

活特殊，讲究排场，发展下去很危险。他强调: 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

了，甚至于过了。周恩来作为总理，除了“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②外，没有任何其他追求。
他两袖清风，廉洁无瑕，深受人民崇敬和爱戴。

四、力挽“文革”狂澜，维系国家不崩裂

特殊历史条件酿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这场

灾难之中。在“文革”中，周恩来为治大乱，使党不分裂，使国家机器运转，使民族得以生存，苦苦地

支撑局面，不懈斗争，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以至精疲力竭、身心交瘁。
( 一) 力挽狂澜于既倒。“文革”中周恩来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为:

———约束红卫兵运动，制止危害社会的动乱。周恩来以非凡的行政统筹能力，使各地 1100 万

人次红卫兵，在首都有序接受“检阅”; 疏导全国范围数以千万计人流的“大串连”，没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面对破“四旧”的“打、砸、抄、抓”乃至“杀”，他痛心疾首，劝阻红卫兵保护历史文化，执行政

策，不能搞野蛮暴行。他召开座谈会 40 多次，有时通宵达旦。经过各方面努力，中央不断发出文

件，才使“红色风暴”得到一定遏制。
———反对冲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开列了应予保

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四副二高”和著名民主人士。他尽力保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部长、科
学家和文艺家，还有英模等; 有的送进 301 医院，有的安排住进中南海工字楼，也有住进西花厅的。
他的家成了这场灭顶之灾的避难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他点名保护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近

百人，社会名流和科学家达 40 人。
———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保卫外交大权。国务院各部的一些群众组织企图夺各部业务大权。

周恩来坚决反对说: 中央部门的业务大权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夺。财贸口“造反派”扬言夺金库，

他指出: 夺金库是非法的，当场就要开枪、逮捕。如果你们去夺，算造反派还算强盗? “中央文革”
对外交大权虎视眈眈，1967 年 8 月上旬，外交部被夺了权，上万红卫兵要揪斗陈毅，他闻讯后赶到

人民大会堂加以制止。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09 － 410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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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革命群众“大联合”，建立走向有序的革委会。“文革”开始后，许多单位分成两大派，

“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两派对立加剧，有的地区武斗动用了枪炮，全面内乱局面愈演愈烈。
周恩来自始至终反对“中央文革”的恶劣行径。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局面，提出成立“三

结合”的革委会加以约束。经过周恩来 20 个月艰辛努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勉强成立。这

个革委会，尽管是“左”的指导思想产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动乱。
( 二) 空前未有的险恶斗争。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信用江青一伙。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妄

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们要打倒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文革”伊始，他们就制造“新文革

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揪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视为夺取更高权力的最大

障碍，因而他们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反周逆流，其中最险恶的有两大事件。
一是所谓“伍豪事件”。1967 年 5 月，江青将红卫兵给她的 1932 年 2 月上海报的《伍豪等脱离

共党启事》，分送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周恩来专门查阅上海报纸，写信给毛泽东说明此事原委，

澄清伍豪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并附上他编写的与此事件有关的大事记和由毛泽东当年签署的布告

等材料①。10 天后，毛泽东批示“中央文革”要批评“炮打”周恩来的极左派。1972 年 6 月底，周恩

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

告，以自证清白。1975 年 9 月，他病危在施行手术前，要来上述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

上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签完字后，他喊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病入膏肓的他，拼着一死，进行最后的斗争。
二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3 年 11 月基辛格访华，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判

中态度软弱，犯了右倾错误，并让政治局开会帮助。江青在会上肆意攻击说与周的斗争是“第十一

次路线斗争”; 还污蔑周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一向很少动怒的周恩来对污蔑之词忍无可

忍拍了桌子: 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次“批

周”会议持续半个多月后，毛泽东发话平息了江青打倒周恩来的企图。但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之

前，他们的反周阴谋从未停止过。
( 三) 维系经济社会运转的中流砥柱。“文革”10 年，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濒临崩溃边缘。周

恩来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不断排除干扰，坚韧不拔

地同极左势力顽强斗争，才使我们这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完全陷入经济崩溃的苦海。“文革”之

初，他对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说: 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 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

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不种田了，没有粮食

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 还能闹什么革命? 他指示有关部门，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过顽强

努力，1966 年的三秋任务基本完成，工业生产没遭到重大破坏，基层单位相对稳定; 就在 1967 年大

乱之年，粮食产量还增长了 1． 8%。他领导对国民经济大力调整和整顿，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和经

济技术交流。经过近两年调整，1973 年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同时，他还积极推动落实科教、文化、
民族、统战等政策，改善极左思潮造成的紧张政治关系。

( 四) 解放干部护英华。周恩来在“文革”前期主要是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林彪事件后，他积

极促进解放他们。尽管受到“四人帮”严重阻挠，他费尽苦心，为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复出，更多的

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工作，作出了最大努力。
———积极促成邓小平复出，精心安排接班事宜。1972 年 1 月，在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

矛盾后，周恩来采取一系列举措尽快将邓小平解放，调回北京。1973 年 3 月底，他安排毛与邓会见

① 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判处登载伪造启事而又拒绝刊登更正启事的上海申报的总经理以死刑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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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个月，就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欢迎西哈努克的盛大宴会。1974 年底，他不顾

大手术后的虚弱，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四届人大闭幕后，他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

议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不久，邓小平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以坚定而

策略的斗争方式，努力使党政军大权掌握在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千方百计落实政策，解救和起用大批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士。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根据毛的

讲话精神，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他首先指示公安部对

关押老干部的监狱情况作全面检查; 指示有关部门将解除监禁的老同志妥善安置; 并有意安排一

些有影响的人公开露面，推动落实政策。1973 年 7 月，他主持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中央部门提出

的 300 多名待“解放”的副部级和正军级领导干部名单。经他直接过问，有 175 位将军走上领导岗

位。在党的十大上，他还安排一批老革命家进入十届中委。
( 五) 外交阳光穿云出的姣妍。1967 年极左势力横行时，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 40 多个国家

中，有近 30 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周恩来根

据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不顾“左”干扰，尽量恢复同一些国家的正常关系，努力开创外交新局面，其

中最有影响的为四大事件:

1． 中苏关系: 化干戈为玉帛的首都机场会晤。1969 年 9 月，周恩来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后，

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两国总理会谈三个半小时。经过坦诚交换意见，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

武装冲突的谅解; 并对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若干具体

事项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晤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2． 中美关系: 帷幄运筹的和解。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周恩来已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松动

和加快两国接触的举措。1971 年 4 月，他参与运筹的“乒乓外交”，发挥“小球推动地球”作用，加

快了中美高层接触进程。3 个月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 10 月，他与再次来华的基辛格就如何

表达中美联合公报内容举行会谈。1972 年 2 月，尼克松抵京。他同尼克松多次会谈，敲定了中美

联合公报。基辛格说: 周恩来在中美建交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3． 中日关系: 以民间外交推动两国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开展民间

外交，以民促官。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田中角荣首相表现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姿态。
为了准备会谈，周恩来不顾高龄和癌症影响，仍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 20 个小时来研究有关

材料。1972 年 9 月下旬，田中访华。在会谈中，周恩来一方面着眼于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从政治

上看问题; 另一方面，对历史问题毫不含糊，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包括钓鱼岛的主权“这次不讨论，

以后再说”。中日建交，实现了他在总理任上的一大心愿。
4．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中国拥有大国地位的世界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于美国政府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围绕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不断斗争，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周恩来自始至终是这场斗争的直接领

导者。1971 年第 26 届联大以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中国合法席位的

恢复，倾注了周的心血和智慧。这既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揭开了联合国历史新的一页。
正因为如此，周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下半旗致哀。

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志未酬

周恩来是带着两大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热土: 一是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

二是未能见到“四个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民族复兴壮志未酬。但是，他为这两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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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作了不懈努力。
( 一)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孕育了“一国两制”思想。由于香港和澳门的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

后，对于香港和澳门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充分利用，长期打算。周恩来说: 香港

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将它作为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目前暂时不收

回，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20 世纪 50 年代

中期，他进一步指出: 香港的政策同内地不一样，香港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要

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

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①。60 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供水危机。他亲到广州，决定修建东江

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为了保证香港副食供给，又批示开通至今还在运营的向香港输送

鲜活和冷冻食品的快运货车。这些主张和关怀，为收回港澳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台湾，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始，周恩来就在谋求促进国共和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

万隆会议上，他说过，不排除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蒋介石可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回国后又说: 中

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他会见英国朋友，请其带话给蒋介石

表达和谈意愿。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和台湾上层的联系工作积极展开。60 年代前期，周恩来将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谈话，概括为“一纲四目”原则。“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一是除

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一切军政人事由台湾当局决定; 二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尊重台湾当局的意

见，可以从缓，协商解决; 三是台湾的军政和建设经费不敷支出，由中央拨付; 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

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个意见由张治中写信转给台湾当局。
周恩来生前说过: 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播

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毛泽东、周恩来播的种，开的路，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江泽民收

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对台关系局面的打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实践准备。
( 二) 参绘“四化”愿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

目标，在党的认识史上有个演变过程。最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在 1954 年 9 月政府工

作报告中讲的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

个现代化”的初始内涵，并载入了八大党章中。1956 年 1 月，周恩来代表党提出“向现代科学进

军”的口号，强调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59 年底 1960 年初毛泽东对“四

个现代化”作了新的表述。他说: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

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 年 1 月，周恩来在上海讲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将“科学文化现

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 年底，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我们

国家今后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们党正是以上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基础，建构“中国梦”思想

的。这个思想发展的路线图: 首先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其视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

目标”; 同时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由原来在 21 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

家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称之为“基本实现现代化”。随后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将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的内涵，丰富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台

阶，并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又将“全面小康”分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①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52 页。
即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力争在 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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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步骤，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明确为党担负着的历史重任。以上述思想积累为基础，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与绘制的“四个现代化”愿景，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作了初始奠基。
周恩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了一生，他的未竟之业将由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接力，以愚公

移山的精神去努力实现。

Zhou Enlai and the Great Ｒ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i Zhongquan

Abstract: Zhou Enlai＇s life is one that is devoted to the struggle for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his teenage
years，he determined to pursue his education for the rise of China as a great nation，and he later studied in Japan and Eu-
rope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save his country． H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21，and after he returned from Europe，

he began to establish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land revolu-
tion，he endeavored to find a way to liberate his nation．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and to the first victory of Chinese people over
foreign invaders in the past nearly 100 years． In the Liberation War，he assisted Mao Zedong in his strategic efforts to liber-
ate the Chinese n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Zhou devoted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ountry． He
cared about his people wholeheartedly，courageously promoting the purity of 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welfare of his peo-
ple，and building good friendships with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Cultural Ｒevolution，he managed with
great pain to prevent the Party from division，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untry could run on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would not cease． He also protected a large group of veteran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at period． He was
not able to see the peaceful unification an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of his country，but he spared no efforts in bringing these
two objectives into reality． The dream fo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conceived by Zhou Enlai，Mao Zedong and other proletar-
ian revolutionaries serves as the preliminary foundation for today＇s“Chinese Dream”to revive China as a great nation．
Key Words: Zhou Enlai;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Ｒevival; People＇s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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