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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精神是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

的一个特殊贡献，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

义精神的完美统一，也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周恩来精

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周恩来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人

格风范、精神境界等内容，也包括他的工作作风及党性修养、自

我完善等内容。

一、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

周恩来经常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

成盲目。”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

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

1920 年 1 月 29 日，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在觉悟社的领导

下，为抗议军阀政府镇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举

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结果遭到残暴镇压。作为请

愿代表，周恩来与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人被捕，随后遭到

长达半年之久的监禁。他们开始被拘于天津警察厅，后转移到

天津地方检察厅。与周恩来同时被捕的还有 20 多名各界代

表，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并以绝食抗议。由于社会各界的鼎

力营救，周恩来等于1920年7月17日获释。后来，周恩来在给

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

是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根据狱中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等编成了《警

厅拘留记》，共分为“魁发成事件”“警厅花园内学生被殴”“各团

体代表被捕”“被捕后的安置”“学生陆续的被捕”等18个部分，

全文共约3.5万字，详细记录了周恩来与同伴在狱中的实况。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

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

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选

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一信就是一辈子。正如周恩来后

来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

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1 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旅法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 7 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

北京、上海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

产党。

二、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

周恩来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忠

诚于党，忠诚于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顺境有逆境，

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沉沦了，而周恩来

却始终如一坚持真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信仰

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共

产党人的忠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

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他们二人都无法继续指

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危局。

红军进入湘南后，周恩来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

意见，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等

的正确意见通过政治局会议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起到了重大

作用。他筹备遵义会议，并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全力推

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完成了伟大

的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

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

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

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

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

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

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

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

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

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

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

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经过三天的议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

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

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

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

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

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

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

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

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

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

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出自杨尚昆：《追忆领袖

战友同志》）

三、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

周恩来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甘当

人民的公仆。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

中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他说：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周恩来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

终秉持“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的信念，始终坚持“永

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1958年的11月26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陪外宾参观

应城红旗人民公社。原本应城县委准备了丰盛菜肴。总理审

查菜单时全部否定，强调只准四菜一汤。一再要求下，总理才

同意增加一个荤菜。最后，桌上的菜品是：一碗豆芽、一碗菠

菜、一碗芹菜炒肉、一碗木耳炒猪肝、一碗鱼、一碗豆腐汤，主食

是米饭和面条。总理叮嘱，原先准备的另外菜肴，全部送给敬

老院、妇产院和幼儿园。

坐定后，总理高兴地请社员们先吃，社员们请总理先吃。

看到这个架势，总理站起来拿过大家的碗，为他们不停地夹荤

菜。总理说：“你们劳累辛苦，吃点鱼肉补身子。”说罢，往自己

碗里夹豆芽、菠菜。

社员们被深深打动，有人禁

不住拭泪。总理见状，语重心长

地说：“我知道大家心情激动，我

的心情更激动！人民是我们的

衣 食 父 母 ，我 们 是 人 民 的 勤 务

员，我这个勤务员，今天能和衣

食父母同桌进餐，心情怎能不激

动呢！”

午餐后，公社为总理一行安排

了水果和香烟，总理又要求将水果

送到幼儿园，香烟送到敬老院。

离别前，总理叮嘱干部：“一定

要把社员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任

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四、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周恩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作。他反复倡导要“说真话，鼓

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提出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

神”，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周恩来温文尔雅，轻易不发火。但是，如果你问问那些老

部长他们最“怕”谁，他们准会告诉你，最“怕”周恩来。一些老

部长回忆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

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

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者来自几十个部委、

百十号人。一位部长念着稿子汇报工作，稿子可能不是他本人

写的，加上紧张，念得磕磕巴巴。

越听，周恩来的眉头皱得越紧，当这位部长念到一个指标

数字时，周恩来打断他：“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脸马上

红了，又念了一遍。周恩来毫不容情地又说了一句：“不对！”接

着，他没翻任何材料，就说出了准确的数字。

全场震惊了，响起了一阵翻纸的哗哗声。那位部长把稿子

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不安地说：“对对，是这个数。这里印得

不清楚……”

接着汇报的是一位副部长。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没

等开始汇报，就浑身冒汗了。好容易熬过了念稿子，周恩来又开始

了提问。他忙前忙后地翻资料回答。还算不错，都答上来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表扬他，面色仍很严肃地说：“自己的主管

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还是不允许的。”说完这话，他又问

前面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

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部长红着脸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文件是办公室

主任签的字。”周恩来紧跟着问：“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

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部长没有作声。

周恩来接着说：“有制度问题。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

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他提高了嗓音：“现在

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

盖章为准，要有部门负责人、各委办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

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

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

义，就必须作检讨……”

五、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

周恩来毕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

身居高位，从不搞特殊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凡要求党员和群

众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凡要求党员和群众不做的，他坚决不做。

周恩来一生峥嵘，在许多地方住过，可是不管在哪里，他从

来都是厉行节俭，坚决不搞特殊。对于周恩来在故乡淮安的祖

宅，他的弟弟周恩寿曾经向他提出，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

再不修就要倒塌了。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

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

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

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

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

就不许搞。”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

活。这是一间老屋，陈旧、阴暗、潮湿，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

出一层白色的碱花，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为此有关部

门多次提出维修，但都被他拒绝了。

一次，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

厅，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但明确表示“哪里坏了修哪里，绝

不能铺张浪费”。不久，周恩来外出视察，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

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

上新的，封严漏风的窗户，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此外还搬来

两把沙发，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之后秘书一算账，觉

得应该符合周恩来“尽量节约”的要求。

不料，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他站在门口生气

地责问：“为什么这样铺张！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秘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

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之后他又

伸手指向屋里道：“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

就走。见此状，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

不是我的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

毯、沙发、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周恩

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多次检

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

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

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邓颖超在《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里这样写道：“你不在

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花

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

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

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

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

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

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

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

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斯人已逝，海棠依旧。希望这盛世，如您所愿。

而今，对于我们，最好的怀念，就是不忘总理毕生的心愿，

把他的精神铭记在心，把他的品格融入血液，守护好这个他为

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赓续奋进，书写中华民族新篇章！让“中华

之崛起”得偿所愿，让我们“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本文部分内容提炼于《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

简明读本》）

最好的怀念最好的怀念 给最爱的总理给最爱的总理
——将周恩来精神根植于心

【编者按】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著名作家冰心说“他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

人”，大抵可以表达出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

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

模。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杰出楷模”对周恩来作了高度的评价。

2021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4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历史，走进档案，用一种最

真挚的方式缅怀人民心目中永远的总理，追思和学习周恩来同志崇高精神的丰富内涵，让周恩来精神成为一代代共产

党人尊崇践行的不朽旗帜。

遵义会议旧址

周恩来写下的手稿《我的修养要则》

周恩来总理和社员们共进午餐

周恩来生前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