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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研究

试论周恩来的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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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重温和研究周恩来的文化思想，对贯彻“十八大”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非常现

实的借鉴意义。周恩来文化思想内容丰富，把文化及其建设问题该涉猎的几乎都涉猎到了且很系统，主要有十二

个方面: 尽力阐释文化的概念，准确说明文化的性质，适时提出文化工作的方针，合理界定文化工作的内容，鲜明强

调文化工作者的立场，真诚说明文化工作者的态度，再三阐明文化建设的任务，辩证分析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

系，深刻阐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较早使用“先进文化”这一概念，反复号召学习文化人应有的风骨，始终强调

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这些不仅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集体智慧和党的指导思想意义上的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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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

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十八大”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大任务。［1］30 － 34

重温和研究周恩来的文化思想，对贯彻“十八大”精

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非常现实

的借鉴意义。

一、尽力阐释文化的概念

对文化的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在近代，

给文化一词明确下定义的首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

华·泰勒。他于 1871 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书，

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

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

和习惯的复合体。”［2］1 英国另一人类学家马林诺夫

斯基发展了泰勒的定义，于 20 世纪 30 年代著《文化

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

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

着一切社会科学”。［3］2据有关学者统计，关于文化的

定义有 260 多种。但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把文化

区分为广义和狭义，前者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主要指人类的思想道德

建设和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是从后者

意义上理解文化的，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

又给经济、政治以反作用。比如，列宁就把“旧社会

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知识、
经验和劳动”称为文化。［4］243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也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

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

治新经济服务的。”［5］694 － 695周恩来正是坚持马克思主

义这一基本观点，尽力阐释文化的准确涵义。早在

1916 年，18 岁的正读中学的周恩来在一篇作文中写

道:“国民生活之高低，与其国文明之进退，实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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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维系之境地也。”［6］19 初步涉及文化与经济的关

系，尽管这时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要求文化工作者一定

要认识到“政治和文化是脉息相关的”。［7］38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起

草《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在纲领的手稿第二

稿中，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出:“一切文化、科学、教育

及宣传，均应服从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

大众服务。”［8］51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援引

和阐释毛泽东“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

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一论断，

反复强调:“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

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9］53

1959 年 4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

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中，周恩来集中阐述文化教

育战线的任务，是“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潮的到

来，我国开始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
“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各部门、各单位中间，确立和加

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使文化教育的高涨获得

了政治的保证”。［10］71可见，在周恩来眼里，文化和经

济、政治是互为表里、互相促进的，虽然他在多数场

合里讲的是“革命文化”，这更彰显了当时所处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但核心

旨归还是文化的涵义，强调的是思想道德和精神层

面上的东西，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一脉相

承的。

二、准确说明文化的性质

1946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座谈会

上发表讲话，就文化的性质作了精辟和凝练的说明:

“文化的性质: 民族、民主、科学、人民的文化。”［11］41

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这就要求文

化界把文化普及于人民，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提倡

文学自由，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把我们的政治意见

广为传播，并争做为人民服务的先锋。
可以看出，“民族”“民主”“科学”是讲文化的

内容，“人民”则是文化的归宿或落脚点，“做人民先

锋”更是文化的根本和性质所在。其实，关于文化

的先锋性，周恩来强调得更早些。8 年前的 1938 年

5 月 4 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十九周年，周恩来在武汉

给《新华日报》题词:“在抗战的今天，来纪念十九年

前的‘五四’，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

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12］10

1939 年 3 月，周恩来前往浙江全面发动抗日民

主运动，于 24 日在临安县西天目山浙江省立浙西临

时中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号召“用进步文化向

敌人进攻”。针对江浙沦陷区还有许多老百姓得不

到祖国的消息，受不到祖国的教育，却只能看到敌人

和汉奸们荒谬的文字，只能听到敌人广播的反动宣

传，周恩来急切地要求赶快想法子补救，“应当尽可

能用文化进攻的方法把这些民众的头脑抢救过来，

肃清和纠正他们所受敌伪的反动宣传”。周恩来特

别强调:“在敌人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方式

猛烈进攻的今日，应当加倍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
化多方面向敌人反攻。”“收复我们的杭嘉湖，保卫

我们的大浙江，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13］11 － 12

关于文化的“民族”、“民主”、“科学”性，周恩

来在 1940 年夏亦有系统阐述。他说，提倡民族思

想，是指解放的、对内对外一律平等的、反对希特勒

式的或复古的民族思想; 提倡民权思想，反对反民主

的独裁思想; 提倡进步的思想，至于什么是进步的思

想，周恩来特别解释说是可以研究的，但主要是反对

把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那样可使阶级斗

争尖锐化起来，而成了反民生主义的思想。［14］14 在这

里，周恩来关于民族、民主( 民权) 、科学( 进步) 的阐

述，既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进一步强调，也是对

文化性质的较系统阐释。

三、适时提出文化工作的方针

所谓方针，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为

使党的文化工作始终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远大目

标，以引导和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到达胜利的彼

岸。为此，周恩来总是适时提出文化工作的方针。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艰难困苦的 1940 年，为

推动抗战渡过难关，夺取最后胜利，周恩来发表抗战

与文化工作的讲话，提出了文化工作的方针是两个

“至上”，两个“第一”，两个“集中”。［14］13

两个“至上”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含

义是什么呢? 即凡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思想，

都应该许可。不能曲解国家的含义，向后转是要打

击的，但是也不能满意仅仅停留于民主国家的阶段。
民族要团结，但不是否认或抹杀中国民族的败类和

阶级存在，而忽视了小民族及其他阶级的利益，要彼

此互让，彼此坦白，才能“同舟共济”，为民族的利益

而团结在一起，谋整个民族的解放。
“两个第一”即“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周恩来

强调: 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反对依赖性和

半途妥协，要不断求胜利以取得最后胜利。毫无疑

问，在战争年代，强调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是唯一正

确的抉择。
“两个集中”即“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就是

要团结集中各种意志和各种力量，不怕意志多，力量

多，只要集中在抗战上面，集中于打击敌人，建设新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又适时提出“肃清帝

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针，强调“把文化普及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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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显然在战乱年代，强调文化方针的“两个至

上”、“两个第一”、“两个集中”是绝对必要的，也是

紧迫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经济建

设逐步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周恩来对文化的促进

作用更加重视，而且从国家领导机构层面在政务院

专门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其地位“相当于政务

院的一个分院”。［15］56 1957 年他又明确提出新中国

“文化工作的方向”是“面向全国，面向农村”［16］64，

因为农村人口占全国的绝大多数。随着文化工作日

益繁荣和初步发展，1958 年初，他又提出“文化工作

要注意提高质量”［17］69，这既是对文化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工

作方针的再阐释。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逐步确立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这一文化工作的总方针。这一方针是

1951 年 3 月至 1953 年 10 月，分别就戏曲发展和历

史研究、科学发展提出的。1956 年 4 月，毛泽东代

表党中央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文

化发展的指导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加以强调，同

年 9 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双百方针”
又进行了再阐释。［18］此后，周恩来对“双百方针”一

再强调，反复阐释。1957 年 4 月他就“双百方针提

出的缘由”作了说明:“现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这样的方针，就不同于建国初期是有它的客观

因素的。”因为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出这

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

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方针。
1959 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群众性文

化革命的高涨，为科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63 年他专门论述文艺工

作，在经过一番理论论证后说: “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百家争鸣，厚古薄今，这四句话成为文艺工作的

方针。”
以上说明，文化工作的方针同样也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四、合理界定文化工作的内容

理解了文化的含义，知道了文化的性质，明确了

文化工作的方针和方向，熟悉文化工作的内容对推

动文化发展当然至关重要。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文化工作的内容也是不尽完全相同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提出“文化

工作是多方面的”［14］15，至少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历

史的研究。周恩来提出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

是要正确的发展。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以

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二是科学的书籍。

针对有人以为中国的思想中有科学意味的就是科学

的思想，周恩来指出这是不对的。因为只有具备进

步的科学思想的书籍，才属于真正的科学的书籍。

鉴于抗战时期大家忙于突击工作，科学基础非常薄

弱，周恩来提出应该帮助青年学习科学，因为这是启

蒙思想而不是复古思想。三是民主思想的书籍。因

为从五四运动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还没有建立起

民主的传统，所以必须提倡民主以打击反民主的思

想。四是进步的思想。周恩来要求文化部门要努力

研求，不求多，但要选择得精确。五是通俗化的读

物。因为深和浅的中间应该有联系，要照顾到广大

民众及中间读者。要利用多种形式，适合地方性和

特殊环境。之所以在革命时期界定文化工作的前述

内容，是因为“新启蒙运动在今天还有重新提倡的

必要，虽然五四运动已过了二十年，今天尚有人提倡

复古和反民主的思想，这种情形实令人觉得沉痛。

过 去 的 出 版 工 作 未 免 嫌 单 调，不 能 和 环 境 相

称”［14］15 － 16。

新中国成立前夕及其以后，关于文化工作周恩

来往往是同教育联系在一起论述的。比如，1949 年

8 月 22 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起草《新民主主义的

共同纲领》手稿第二稿关于文化部分的标题就是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又如，1952 年 10 月 24

日，他在政务院第 156 次政务会议上讲话，题目又是

“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还如，1959 年 4 月 18

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第

三部分的题目就是《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

务》，等等。在这诸多讲话、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

充实和扩大了文化工作的内容。他说: “文教工作

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
版等”。［15］56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协调和领导，周

恩来强调文委的领导要加强，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

育和普通教育两个部; 科学院也要加强，要派干部进

去; 卫生部和文化部也要加强; 宗教事务方面只有一

个宗教事务处，太弱，要建立强的机构; 文委所属的

单位还有新华社、广播局、出版机构等。

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周恩来对文化工作内

容的界定基本涵盖了文化工作应当包括的所有领

域。仅从 1998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文

化文选》( 以下简称《文选》) 看，其中收入周恩来在

各个时期关于文化的文稿达 210 篇，54 万字。《文

选》在文稿分类上，除“文化综论”外，从其余专题分

类也足以反映周恩来文化思想的内容，包括: 文学艺

术、文物出版、教育事业、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

运动和知识分子。鉴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极其丰

富，思想极其深刻，在篇幅有限的一篇文章中很难充

分展现，所以就其内容的分类只能点到为止。

411



五、鲜明强调文化工作者的立场

立场问题是高于一般方法问题的更高层次的范

畴，它决定着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亦即我们通常说的对同一问题，站在不同的立

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对文

化工作立场问题，周恩来不仅有过专题论述，而且也

反复强调。
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方针》这篇讲话中，周

恩来专门讲了“文化工作者的立场”。这就是: 一是

全民族的。即要顾到多民族，帮助弱小民族，要顾到

多个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同时要顾到资产阶级，

要影响他们的思想，争取到抗战建国的阵营中来。
二是只要是抗战的党派，我们都同情、拥护并帮助他

们发展。三是各地方都要去经营，都要顾到。四是

全国的团结进步，即反对不正确的思想，反对落后的

思想; 反对压迫民族、破环团结的思想。新中国成立

前夕，在阐释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机构时，周恩来明确

说:“使它变成民族的”。［19］44 一句话，文化工作的立

场就是民族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文化的民族立场讲得

更鲜明。1954 年 4 月至 7 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

出席日内瓦会议，为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他提出了著

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得到与会

多数国家的认同，使会议圆满成功，从而使新中国打

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走向世界。会议结束后，回

国途中他应邀访问民主德国柏林。7 月 25 日上午

在胡包特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并发表

答辞演讲。周恩来在《答辞》中说:“为了发展文化，

我们需要和平。人类在不可计数的年代中，以辛勤

的劳动创造和发展了文化，掌握了现代科学的知识，

为的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却

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来进行毁灭人

类的战争。他们是和平的敌人，同时也是文化的敌

人。保卫和平的斗争就是保卫文化的斗争。”“因

此，我们把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也认为是保卫文化的

成就。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使我们更加相信，如果爱

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保卫和平的斗争，和平是

一定可以保卫得住的”。周恩来在《答辞》中最后号

召:“让我们在保卫和平、保卫文化的事业中团结起

来”，“让我们在保卫各自的民族权力的斗争中团结

起来”。［20］63

显而易见，文化的民族性质和文化工作的民族

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表明周恩来这一思想是一以贯

之的。同时，也表明文化工作者的立场同文化的性

质是密切相关的。

六、真诚说明文化工作者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是从事任何事业、做好任何工作的

前提和基础，做好文化工作也不例外。那么，从事文

化工作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周恩来同样有过真诚

的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工作者的态度，

周恩来说:“我们的态度应谦虚而诚恳，不要因为自

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满骄傲起来。只有这样的态度

才能推动别人前进，减少落后的现象。也只有这样，

才能打破难关，使生活书店的旗帜能在全国受到欢

迎，在抗战中成为有力量的军队; 才能克服一切错误

思想，而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14］16 在坦陈“谦虚而

诚恳”时为什么特别以生活书店为“旗帜”呢? 因为

生活书店是 1932 年 7 月在上海成立的革命出版机

构，前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抗日战争爆

发后，该店总店先后迁到武汉、重庆，直接受共产党

的领导，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再次强调“谦虚”、“诚恳”这一

文化态度的重要性。1945 年 10 月 19 日，在重庆文

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集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 对敌人恨，对自己严，对

朋友和。这态度是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学习的，我自

己就这样学习着的。恨，是打‘落水狗’的精神，今

天反动的文化并未‘落水’，还得打。严，就是谦虚

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地批判，批判、斗争

都是为了团结。这样，才有力量持久下去，把中国新

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培植、生长起来。持续下去，十

年，二十年……”［7］39 － 40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又多次表示: “相信

经过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艺术上

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不要很久，我们的

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并且

获得伟大的成就。”［10］76

从革命时期的“谦虚而诚恳”到执政时期倡导

的“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不同风格的自由竞

赛”，既表明在文化态度上的前后贯通，更表明执政

后我们党的胸襟应该更加宽广，心态应当更加包容。

七、再三阐明文化建设的任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文化建设同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同等重要。那么，文化建设的任务是什

么，固然同文化建设的内容密切相关但毕竟不完全

等同。在周恩来的文化思想里，同样是分开论述的，

而且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也是不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肃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

略是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的长期任务。周恩来说:

“在文化方面，肃清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就更加长

期一点。因为文化侵略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是不

同的。”［21］46接着他举例说明，譬如帝国主义在我国

建立一些医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中国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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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利益的，它给我们治好了一些病人。又如他们的

学校、教会、文化教育机关，一方面给中国人民谋些

福利，另一方面，又在这里边灌输帝国主义的思想，

如果我们不加以区别，马上一律取消是做不到的，许

多人是不理解的。所以，对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要有区别。同时，取消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要有一

种东西来代替，要有步骤地来进行。经过哪些步骤

呢? 周恩来提出了三条: 一是我们要有好的，至少是

相当的东西来代替，比如医院要有与他们相同且费

用少一点的医院，要有比教会办得好的学校; 二是从

里边改造，比如教会，中国有一部分人相信宗教，我

们不能一下子使全国人民的觉悟都和我们一样高，

不迷信，但我们可以让教会不由外国人主持，让中国

人自己来办，保障我们的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立场，学

校也是一样。三是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一步

一步地做到，“用这种方法取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的特权，用这种不同的步骤来达到总的

目 的，把 帝 国 主 义 的 侵 略 势 力 更 快 地 驱 逐 出

去”。［21］47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

调文化建设的任务是普及和提高。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一国总理，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周恩来也狠

抓文化建设。1952 年 7 月，他在政务院第 146 次政

务会议上讲话，曾专题讲《关于文化建设的几个问

题》，同年 10 月，在政务院第 156 次政务会议上他再

次强调《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随着“一五”计

划的完成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 1956 年文

化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刘少奇在党的“八

大”政治报告中用大、中、小学生数、图书出版数、医
疗机构的床位数将 1956 年同 1949 年作了比较后说

明:“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

巨大进步。”［22］239于是，到 1957 年，周恩来又适时提

出文化工作的任务一方面是普及，另一方面是提高。
他说:“文化工作重点是大力推广、普及，但还

要逐步提高”，强调指出“普及是重点，是大量的，少

数的要提高”。［16］65 1958 年周恩来进一步指出: “今

后文化工作配合经济的发展，还会有大的发展”，

“不仅在 文 化 方 面，教 育、卫 生、体 育 方 面 也 是 如

此”。［17］69国家办的专业文化单位应该是少数，应该

注意提高质量。1959 年 4 月 18 日，周恩来在二届

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调动文

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

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

上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

适应 整 个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需 要，这 就 是 我 们 的

任务。”［10］71 － 72

八、辩证分析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

与文化概念的界定相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

来又辨证分析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52
年 7 月，他指出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

面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
10 月，他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就要到

了，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

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他特别强调: “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 设，好 像 一 辆 车 子 的 两 个 轮 子，相 辅 而

行。”［15］56这就阐明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促

进和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方面，经济建设为

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

文化建设就会由于缺乏物质支撑而落空; 另一方面，

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建设提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

动力。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论述了科学文化力量和经

济力量是增强综合国力最主要的两种力量。面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际上兴起新科技革命高潮这

一形势，周恩来从增强综合国力的高度，把科学文化

看作和经济力量一样甚至是更重要的一种“力量”。
他敏锐洞察到: “放眼世界，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

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

有的水平……”尤其是原子能的利用“给人类提供

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

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因此，他提出“只有掌握了

最先进的科学． ． ． ． ． ． 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

量”。［23］830 － 831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他把我国

发展经济的战略由“工业化”扩展到“四个现代化”
之后，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

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4］588 这是因为，只有用科学

技术的最新成果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才能够

迅速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也才能很快地

增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正因为如

此，他郑重号召必须“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

科学进军”。［23］835 可以认为，这一思想不仅阐明了科

学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地位，也昭示了它

是后来“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先声。

九、深刻阐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系

文化既是历史的积淀，物质在观念上的反映，又

具时代特征，那么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必然需要进行

扬弃和发展。在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关系上周恩来的

见地也是相当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对北平南下工作团

发表《对旧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的讲话。讲话通过

追忆五四以来 30 年在对待文化态度上的经验教训

说:“那时认为旧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

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

以批判的接受。”他还不无遗憾地感叹: “‘五四’时

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很幼稚，而今天你们则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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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说很容易就懂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否定旧

的一切，而要把旧文化里可用的部分接受下来，即批

判的接受。”他特别强调“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

全 盘 接 受 的 态 度，都 会 使 这 一 社 会 无 法

改造。”［25］48 － 49

新中国成立初的 1951 年，周恩来在京、津高等

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发表讲话，当讲到知识问题时他

说:“我国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甚至封建王

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但“要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要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

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26］795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对外国的优秀

文化或有益文化同样需要合理吸收、借鉴和学习。
1954 年 7 月，周恩来在民主德国接受胡包特大学名

誉法学博士学位的《答辞》中热情洋溢地说: “中国

人民是尊重和爱好世界上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

的。我们对于德意志人民在文化上的成就给以很高

的评价。德意志人民在哲学、科学、音乐、文学各方

面都出现了许多不朽的天才。尤其重要的，德意志

是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伟

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德意志人民对于人

类共同精神财富作出了杰出贡献。”周恩来表示，中

国人民愿意向优秀的进步的德意志文化表示敬意;

我们珍贵德国文化的丰富遗产，我们更珍贵德国文

化的未来发展。［20］62 － 63在这里，不仅充分表达了周恩

来对德意志文化的包容、崇敬之情，而且也表明他对

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真诚态度和借鉴、学习的愿望。
当然，周恩来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和借鉴学习一切外国优秀文化的论述绝不限于这

些，而且还体现在他论文学艺术、文物出版、教育事

业、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运动等等诸多领域和

方面。

十、较早使用“先进文化”这一概念

笔者没有详细考证“先进文化”这一概念是何

时由谁最先使用的，但在时下多数人的印象中，是上

个世纪和本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其中之一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曾有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说这是“总

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包括“先进文化”在内的“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2000 年 10 月在陕西省毛泽东思

想研究会举办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 50 周年”学术

讨论会上，国防大学林建公教授作《关于“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有关问题》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但

笔者在研习周恩来有关文化的论述时，发现他较早

使用了这一概念，笔者不敢把话说得绝对，只说“较

早”。周恩来使用这个概念仍是 1954 年 7 月在柏林

胡包特大学的《答辞》中。他说，中国和德国都具有

优良的文化传统，在发展和巩固中德人民的友谊中，

两国文化交流占着重要地位。中德文化交流开始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对于其他

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学习将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促成共

同的进步，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从现代的水平来说是

落后的，我们更需要学习你们的先进文化。”在这一

段话里，周恩来两次用“先进文化”这一概念，说明

他是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即兴所言的。
那么，周恩来所说的“先进文化”是什么含义

呢? 其实他的所指是非常明确的: “文化只有在属

于人民并且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基础和

广阔的前途，为劳动人民服务乃是文化发展的基本

方向。”他还进一步说明: “文化的发展像任何其他

事业的发展一样，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留下好的进

步的成分，去掉坏的落后的成分，吸收和学习新的先

进的知识和经验。”［20］62

可以看出，周恩来不仅使用了“先进文化”这一

概念，而且对“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向”和

“进步成分”及“先进的知识和经验”等含义做了清

晰、准确的界定，这种概念的使用和界定比“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早提出 46 年，足见周恩来文化思想

的前瞻性。

十一、反复号召学习文化人应有的风骨

什么是文化人? 《现代汉语词典》注了两条释

义: 其一是说抗日战争前后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 其

二是指知识分子。其实，这二者是一致的。别说抗

日战争前后，即便任何时候，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哪一

位不是知识分子呢? 而鲁迅则是从新文化启蒙运动

以来中国文化界公认的主将和旗手，在他身上体现

了中国文化人应有的风骨，所以无论革命时期还是

建设时期，周恩来反反复复地号召文化界人士要学

习鲁迅的作风和精神。1938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纪念鲁迅逝世二

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以《学习鲁迅的精神和作风》
为题发表讲话，说明鲁迅“在国难当头或局势摇荡

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本其

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未来

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接着，号召文化界在

政治 上、文 学 上、人 格 上 全 面 学 习 鲁 迅 的 精 神 和

作风。［27］751 － 753

1940 年 8 月 9 日，周恩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

作《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的报告，再次号

召文化界要学习鲁迅的作风和精神。他说: 鲁迅是

“文化界的主将”，“是中国 20 年来文化运动的结

晶”，“我们要学习他的整个的精神”。周恩来把鲁

迅的作风概括为四点: 一是对敌人是严的，是一针见

血的，绝不姑息的，一贯如此的。二是对自己是严

711



的，绝不随便饶恕自己，绝不骄傲、夸大、苟且，无论

在创作上还是生活上。三是对自己战线内的人是宽

的、提携的，不随便挑剔。四是对叛徒的嫉恶如仇

敌，是主张肃清内奸的。因此，“学习鲁迅，要学习

他的整体，不要只学一点一滴就自以为是鲁迅的门

徒，这是不对的”［28］20 － 21。
1941 年 11 月，周恩来撰写《我要说的话》一文，

全面回顾鲁迅经历过一半清朝一半民国的人生历

程，高度赞扬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重申瞿

秋白对鲁迅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四个特点的

概括，即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

义，反虚伪的精神。
1945 年 10 月 19 日，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

世 9 周年集会上，周恩来又发表讲话，强调“鲁迅先

生生平 的 态 度 是: 对 敌 人 恨，对 自 己 严，对 朋 友

和。”［7］39他援引十几年前鲁迅说过“对旧社会旧势

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培养实力”这段

话，结合自己学习的体会谈了三点启示: 与封建的、

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 认识

清楚了，如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新文化建设

的胜利也不易获得; 我们的战线应当扩大，文化斗争

不是小圈子、宗派的，应当借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来开

辟道路。“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

是关门的”。这三点内涵同五年前的四个特点概括

是一致的，因为五年前的四点对敌人严同对叛徒的

嫉恶如仇敌是一致的，都表现在对敌人严，进而“热

烈 地 期 待 文 化 界 共 同 起 来 为 新 文 化 的 建 设 而

努力。”
在笔者接触的有限史料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

来至 少 有 三 次 论 及 学 习 鲁 迅 的 精 神。第 一 次 是

1950 年 7 月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

员大会上发表《跟着新生力量走》的讲话，赞扬“鲁

迅是大文学家，但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不苟且，例如他

对青年的来稿就是每一个字都仔细校阅，认真修改

的”，并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要学习这种精神，要从

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青年人要不断地磨练自

己”。［29］400第二次是 1953 年 9 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又援引毛泽

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

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

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

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

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
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号召文

艺工作者坚持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第三次是

1960 年 1 月，他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们要藐视剥削阶级，热爱劳动人民，冷对帝国主

义，俯首于劳动人民。我们应该有鲁迅先生的态

度”［30］197。
可见，周恩来非常推崇鲁迅这种文化人的风骨，

他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不惜反反复复论及鲁迅的作

风和精神，号召文化界、艺术界和所有青年人都要学

习鲁迅的作风和精神。

十二、始终强调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也是周

恩来一贯强调的。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1940 年，周恩来就提出“开展新文化运动就必须加

强对它的领导”。那么由谁来领导呢? 周恩来认为

要“认识延安的重要性”，因为“延安是今日中国的

文化中心，相当于内战时期的上海”。要克服全国

文化建设“各自为战的状态，需要延安文化界有计

划的领导”，说“延安文化界有计划的领导”实际上

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因为这时恰好“毛

泽东、洛甫又发表了论文和报告”［28］19。所谓毛、洛

的论文和报告，是毛泽东同年 1 月在陕甘宁边区文

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2 月 15 日发表在

《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月 20 日《解放》第 98、99
期合刊登载时，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洛甫

在会上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

今后任务》的报告。而这两篇演讲和报告，都强调

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地位。同时周恩来还讲

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战线的具体领导”的七条举

措包括: 一是，每月宣传要点，国民党有的，我们也要

有。二是，统一的广播，现在技术条件可以解决，但

工作上的问题尚待解决。现在广播稿太长，外面不

可能整天收，需要审查，要限定在一点半钟以内。三

是，刊物摘要，现在延安刊物太多，实际不能领导全

国，各刊物编辑须注意每期中有一两篇带全国性的

文章，以便选集发行，实现对全国的领导。四是，建

立各地的报纸，不仅延安，在大后方、在海外还须增

加。五是，主持文化运动的机关要派人到大后方去

巡视，到华东乃至华北，传达中央的文化政策。六

是，要有书面的指示。七是，要派人到大后方去做文

化上的见习，对在后方做工作久了的人需调回来，以

免见解局促。［28］20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关于加强党对文化工作

的领导的论述就更明确、更系统了。1953 年 9 月 23
日在《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

告中曾专节论述《领导的责任问题》，指出:“要使文

艺工作搞好，领导的责任是大的。共产党是文艺运

动的领导者，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加重责任，特别在思

想改造过程中，应该更多的关心”［31］136。
然而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党包揽一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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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仅要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且要改善党

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62 年 2 月 17 日，周恩来在

中南海紫光阁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发表

讲话，在《讲话》第二部分专题讲“党如何领导戏剧

电影工作”。他说: “党委如何代表党来领导，这个

时期党的领导建立了，……包括戏剧、电影方面。但

是，这时期又有包办一切的现象，行政工作、艺术工

作都由党委来决定。因此，党委应领导一切，统帅一

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

的事，党 委 不 要 包 办”。“有 些 问 题 党 委 不 要

管”。［32］242 － 243同年 3 月 2 日，他又对在广州召开的全

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讲话，集中而系统

地阐述了党应如何对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的领导

问题。首先，关于党的领导范围，他说: “我们说党

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

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

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他还举例说明，如果

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

而把大事丢掉了。其次，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

个人领导。周恩来还以现身说法举例: “如果把我

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

的演员，只有向人家学习，哪能领导?”再次，上下级

要有区别。至于支部，周恩来举例说，“剧团支部”
“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又次，党委领导

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他说: “没有经过

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最后，外行

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他说，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

内行，是讲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但不是要

外 行 去 干 涉 业 务，要 尊 重 专 家，尊 重 群 众

意见。［33］420 － 421

这样周恩来就不仅强调了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

必要性，而且精辟、具体地阐释了党应当如何领导文

化工作，可谓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同时产生。

综上不难看出，如同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外
交思想和经济建设思想一样，他的文化思想也十分

丰富，把文化及其建设问题该涉猎的几乎都涉猎到

了而且很系统，比如关于艺术的民族性和人民性的

关系问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艺术标

准与政治标准的统一问题以及艺术规律问题等等，

有些论述很深刻，很精辟，所有这些不仅是周恩来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集体智慧和党的指导

思想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

见，周恩来的文化思想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论的重要思想

资源或元素。
重温和学习周恩来的文化思想，对当今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现实启示是多方面的。
仔细琢磨和体味本文所论述的十二条，每一条对

“十八大”关于文化的四大功能的定位和完成四大

任务的推进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有参考意义。
鉴于本文篇幅所限，在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当择机

另撰专文再作深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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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Comment on Zhou Enlai’s Cultural Theory
CHEN Da-cai

(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 It is of realistic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the aims set by the Party’s 18th Congress to
strongly car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to review and research Zhou Enlai’s cultural theory．
Zhou’s cultural theory reveals very rich contents，consisting roughly of 12 subdivisions: a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oncepts，an accurate 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e of culture，guidelines for cultural work to be raised in
time，the agenda of cultural work to be properly determined，the position of cultural work to be clearly emphasized，

the attitude to cultural work to be honestly expressed，the aim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be repeatedly elab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be dialectically analyzed，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uccession to be deeply explained，a relatively early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dvanced culture”，repeated call on learning strong characters from scholars，and constant emphasis on the Party’
s leadership in cultural work． Therefore，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Zhou’s thought but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Zhou Enlai’s cultural theory has become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elements of the
theory of China-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Key Words: Zhou Enlai; cultural theo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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