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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伦理思想之形成及现代价值 

                                           宋绍柱                          

          （沈阳师范大学马列德育教研部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周恩来的伦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学说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对其进行塑造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精华、西方伦理

精华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完美融合的过程。在建设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周恩来的伦理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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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可以理解为周恩来一生的道德人格修养和道德践行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的总和，是周恩来一生道

德实践和伦理精神的结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尊重人和爱人为道德人格的基础、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和归宿、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的伦理思想体系。它应包括周恩来的个人道德观、行政伦理思想、经

济伦理思想、外交伦理思想等。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在现实中则具体表现为他尊重人、同情人、爱人的道德人格和谦虚谨

慎、坦诚质朴、爱憎分明、胸怀宽广的道德品质；表现为他求真务实、廉洁奉公、任劳任怨、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温

文尔雅、彬彬有礼、光明磊落、官而不显的魅力风采；表现为他与人相处时的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为人处

世风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顾全大局而相忍为党、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以及他对党和国家忠贞不渝、鞠躬尽瘁、

公而忘私的价值追求等。 

周恩来的伦理思想贯穿和影响着周恩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支配和指导着

周恩来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之所以能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得到无数人的尊敬与爱戴、赢得不同对手的尊重与

信任，除了他的卓越才能之外，主要则源于他崇高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人格。“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虽然周恩来关于伦理道德的言论在史料中并不是太多，但默默无闻的道德践行是他对伦理道德最好的诠释，也是

对无数人最有效的道德育化。他一生之中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观念、道德理想等通过不断的发展、融汇和整合

形成了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学说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

分。周恩来的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三个环境”对其进行塑造的过程，也是“三种伦理思想”精华完美融合的

过程。“三个环境”即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三种伦理思想”即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精华、西方伦理精华和



马克思主义伦理。“三个环境”和“三种伦理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是独立单一、彼此分离的，而是互相融合、共

同影响着周恩来一生的道德实践活动。具体地说： 

一、家庭教育环境熏陶中伦理思想萌芽的产生。周恩来年少时得到三位母亲的精心养育，即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

蒋江氏。生母万氏心地善良、聪明而办事能力强。周恩来从她身上继承了善的本性，也较早地领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嗣母陈氏性格温和、仁慈礼让而知书达理。陈氏经常给周恩来讲述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精忠报国之类的故事。周恩来

早期对传统道德知识的认知和产生爱憎分明、敬忠憎奸的道德情感，主要是得益于嗣母良好家教的道德启蒙；身为贫苦

农民的乳母蒋江氏为人勤劳、朴实。她使出身没落官僚家庭的周恩来较早地接触到了贫民的艰难生活，一定程度上拉近

了童年周恩来与贫苦平民之间的情感距离。这与他后来道德人格中浓厚的勤劳、平易近人和关心贫苦大众的平民观念有

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当时周氏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面对困境，相互抚恤、彼此关爱的家族伦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恩

来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的道德观的形成。在这样温馨和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童年，这就为周恩来铺就了

早期道德人格中善的基石。 

二、学校教育环境中伦理思想的初步形成。周恩来幼年时期曾在几家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私塾的学习经历使周恩来在童

年时期通过学习古今诗文和史书札记接受了众多儒家思想的教化。“儒家的德治、仁政、礼仪、爱人、孝悌等道德观

念；墨家的举义、尚贤、兼爱等学说；道家的德化、柔和、俭约、寡欲等观念；法家的法治、方廉、质美等论述对周恩

来的浸染与熏陶是明显的”[1]（p507-509）。中华传统伦理精华浸染和熏陶着早期周恩来幼小的心灵，也影响着周恩来

的伦理道德观的初步形成。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主要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和南开中学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两所学校都是有

别于旧式学堂的新式学校。学校内集聚了一些具有先进西方教育思想和强烈爱国思想的优秀教师，周恩来在他们的引导

和自学之下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如

介绍“新学”的《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报》和《民主报》、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

《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2] (p33—34)。少年周恩来从中逐步接受了西方的“民主、

平等、自由、解放”等进步的西方伦理观念，使周恩来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和爱国民族意识与日俱增。周恩来在校期间广

泛组织和参加一系列宣传新思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如主编各类进步刊物、组织和领导“敬业乐群会”、参加反

帝爱国演讲活动等。这些实践活动正是当时周恩来敬业、爱国伦理观念的最直接体现。这个时期周恩来的思想意识中的

中华伦理精华和西方伦理精华实现了汇聚和融合，此时的周恩来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仁爱、孝悌、修身、齐家的个人道德

修养和家族伦理的情感渴求了，而是逐步升华成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

理想使其走向对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追求与探索。这个过程是周恩来伦理思想范畴扩大的过程，也是周恩来伦理思想初

步形成和进一步走向社会实践的过程。 

三、社会环境中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周恩来青少年时期山河破碎的国内环境的影响：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是中华民族

饱经苦难的年代，权丧国辱、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感慨 “鸦片之役，英人侵

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

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行径和反动政府的腐朽无能激发了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

感，使他内心充满了对帝国主义满腔怒火和对反动政府的无比愤恨。这便促使少年周恩来树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的远大志向。“志在四方，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怀着强烈民族责任感和救国救民思想的周恩来远渡重洋踏上了探

索救国真理之路。从此，周恩来便把自己一生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的实现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振兴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远渡重洋探索救国真理时期国外环境的影响：周恩来一年半的留学日本和三年半的旅欧勤工俭学的这段经历，是他接触

和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自觉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

周恩来十九岁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相对开放。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一些经典著作和进步报刊杂志在日本

传播。周恩来在此期间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初



步的认识。此外，通过对日本社会状况的考察和对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的认识，使周恩来深刻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华野心，也进一步增强了周恩来的民族爱国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周恩来1920年又踏上旅欧探索之路。在以后的三年

半时间里，为了探索救国真理他辗转于法、英、德三国之间。通过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的认真学习，以及对各国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考察，使周恩来对马克

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最终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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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46)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

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反对阶

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思想、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等作为新的思想

因素进入到周恩来的道德世界中，并成为其伦理思想的主流。自此，中华伦理精华的道德积淀、西方伦理精华的觉醒启

蒙、马克思主义伦理的信念指引，三种伦理思想在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后的精神世界中实现了汇聚并逐步走向融

合，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基本形成。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伦理思想也自此开始指引和主导周恩来在革命与建设时期的

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  

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环境丰富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转战于各种危险

复杂的环境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坚定了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信念。革命年代周恩来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为他的无产阶

级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人民群众力量以及

新生事物必胜的基础上，对实现共产主义抱必胜信念，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始终具有坚定的

革命意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4] (p53),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者为了革命利益和革命理想敢于斗争、不怕困难、

勇于自我牺牲的思想行为”[4] (p31)。在三个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参与了无数革命运动和反敌斗争。大革命失

败的白色恐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数次挫折，种种革命进程中暂时性的失败始终没有动摇周

恩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信任。在革命运动和各种斗争中，周恩来不怕困难、把生死置之度外，无论是领导一次次

工人起义，还是领导北伐军征战杀敌；无论是领导和从事危险的党的地下工作事业，还是运筹帷幄于革命战争的指挥之

中，他都能始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身先士卒。这些正是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最鲜明的体现。此外，长

期的革命生涯一方面使心地善良的周恩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战乱中人民群众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使他意识到人民力量的

伟大。欲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革命胜利必须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欲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真正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也初步形成了周恩来的民本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周恩来的伦理思想集中践行时期，同时也是周恩来的伦理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更加完善的时期：

如果说救国救民的信念是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和革命战争时期精神世界的支撑和动力的话，那么维护国家利益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周恩来在建国后不懈的精神追求。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使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废

待兴，新中国政权的政治、经济、外交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周恩来对个人幸福观、苦乐观、荣

辱观等人生观的重大问题的认识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周恩来价值观的核心。 

建国之后的周恩来担任共和国总理，这便使他更有机会和条件使其一系列伦理思想在他主持和参与制定的方针政策体现

出来。这也使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在建设时期得以更大限度的践行。在与人民群众的交往中，他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之忧

为忧”的民本思想，真心实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人民，我们要如对

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

死”[5] (p240—241)。在为官行政方面，周恩来以倾国之权而守平民之德，官而不显、权而不私。他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作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好人民的公仆，以身作则，勤政为民。在组织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

来强调从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而又稳步地前进、既要立足自力更

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是周恩来求真务实的伦理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刚成立时的新中国外交

基本上处于半封闭和被封锁状态，如何使新中国尽快走向世界、为更多的国家所承认和接受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面临的



主要任务。严峻的外交形势促使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不断的探索和思考。周恩来凭借其独特的为人处事风格和个人魅

力、带领其他外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开新中国外交的大门：团结了众多第三世界、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与西方国家纷纷建交等。在此进程中周恩来的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典型特

征的外交伦理思想逐步形成，也奠定了共和国外交伦理思想的基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党的事业和广大

人民的生活陷入沉重的灾难之中，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则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对外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内要

竭力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复杂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周恩来

一方面以其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一些人民群众，另一方又苦心抓住时机适时地、恰当

地补充修订和完善许多口号和政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晚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忍着病痛

的折磨，以对自己以近乎残酷的方式忘我地工作。“1974年他住院的5个月中，共计139天带病工作：每天工作12至14小

时9天；14至18小时74天；19至23小时38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6] (p. 264)。其道德人格之高尚，其对

党和人民之忠诚，民心可知、可见。周恩来忍辱负重、力挽危局的一系列措施，保护了无数无辜的人、为尽快结束“文

化大革命”赢得时间并作了重要的准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为党和人民贡献了一切。

在“文革”十年的道德践行的同时，周恩来的伦理思想也得到了最完美的升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价值追求也在生命的

最后得到了实现。 

四、自身的主观因素对其伦理思想的决定性作用。除了上述客观因素（“三个环境”和“三种伦理思想”）对周恩来伦

理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之外，周恩来自身的主观因素对其伦理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早年便自觉树立了

救国救民的崇高道德理想，在随后的探索中他能对纷繁复杂的伦理思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了辨证的扬弃。在逐

步形成自己的做人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之后，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并能以坚强的道德意志

去践行，在践行过程中他能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

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5] (p. 327)，“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

不完，改造不完”[8] (p. 368)。他严格地约束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正是由于周恩来主观上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

德准则行事、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养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才使其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思想在自我改造、自

我锻炼的道德实践中得以形成和发展。  

综上而述，中华传统伦理中的“推崇仁爱原则、重视人伦价值、追求精神境界、提倡修养践履”[9]等道德传统，西方伦

理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等伦理思想，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价值目标等在周恩来的精

神世界里不断汇聚、融合，最终整合形成了周恩来的伦理思想。三种伦理思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中共同塑造了

一个近乎完美的周恩来。集中华传统伦理、西方先进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伦理思想于一成的周恩来的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

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抗日战争以及共和国的缔造和建设时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建设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周恩来的伦理思想，尤其是他的个人道德观和行政伦理观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理性、工具理性等价值观冲击人们传统价值观念，使一些人的道德观念、价值追求发生

了扭曲和畸变。道德的失落、自我的迷失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享受满足后并没有体验到真正的幸福感，亲情友情的丧失和

淡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使的人们愈发感觉空虚和压抑。周恩来个人道德观所体现出的尊重人、同情人、爱人的道德人格

和谦虚谨慎、坦诚质朴、爱憎分明、胸怀宽广的道德品质，使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和各种角色中的周恩来都能有良好的

人际关系，得到了众多人的尊重和爱戴。周恩来的个人道德观对当前激烈竞争中身心疲惫的人们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社

会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青年时期周恩来便把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与民族需要紧紧联系起来，无论形势

多么不乐观、出现多大的困难，他都并矢志不移、拼搏追求，最终也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了最

大的实现。当代众多处于价值“迷茫”中的青年人应该从周恩来的身上领悟到更多为自己的价值实现设计一个科学合

理、积极向上的未来。 



在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侵蚀下一些官员干部为了追求权利、地位和享乐滑向了腐化堕落，权利观与为

官价值观的畸变使其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周恩来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领导岗位上，但却一直充当着公仆角色，始

终以民族和群众利益的大局出发，求真务实、廉洁奉公、任劳任怨、艰苦朴素。周恩来不仅严于律己，更注重“律

亲”，“其身正，不令则行”周恩来正是凭着鞠躬尽瘁、以身作则的道德践行得到了部下、战友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周恩来以其“民为本,从政为民”、“勤为首,奉献于民”、“廉为准,用权于民”、“德为范,取信于民”[10]的伦理思

想为广大党员干部做出了表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

律己之心”[11] ，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辛勤工作的干部公仆，虽然没想名垂青史，但在群众的心中已经实现了不朽。

“天不言自高，地不语自厚”，周恩来的一生劳而无怨、党而不私、官而不显，留下的是对党和民族无限的忠诚和对人

民无私的热爱，也是一代代人对他的景仰与怀念。此外，周恩来的“既反保守也反冒进，既要自力更生也要对外交

流”、“既要发展物质生产也要发展精神生产”、“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等经济伦理思想与“互相尊重、和平共

处”、“求同存异”等外交伦理思想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外交的理念方面也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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