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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解读周恩来》作者刘济生教授用了二十年时间，锲而不舍地研究，写了周恩来的文化
人格、周恩来精神，既写了早年周恩来，也写了周恩来在中年和晚年为了社会主义中国
所作的努力，博引旁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一本耗费长期心血的力作。这一著
作的出版，有利于推动对周恩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利于发扬周恩来的精神。

作者简介

                                 刘济生，汉族，1949年2月生，内蒙古民
族大学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自治区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带头人，全
国优秀教师，中国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有：周恩来思想生平、邓
小平理论、中国现代化、胡耀邦思想生平、中国改革、传统文化、文化产业等。在《中
共党史研究》、《近代中国与文物》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已出版《解读周恩
来》、《历史的误读》、《突破与变革》、《重新发现历史》、《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
化》等学术专著；参著、合著《周恩来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
历史的宿命》、《世界文化产业园》、《世博映像》等。提出了“周恩来精神”、“秦
家店”、“四大传统文化”等概念与命题，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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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出版《周恩来选集》、《周恩来传》和
《周恩来年谱》。二十年来，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的热潮始终不衰，不但国内很多
省、市、自治区有不少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就是在国外，也有不少国家的学者研究和
撰写关于周恩来的论文、书籍，在天津召开的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者众多，就是
明证。
  从事周恩来研究韵工作，大致可分两个方面。
  一是从事周恩来生平事迹的发掘和探索。经过二十年努力，包括档案材料的寻找，交
往人们的回忆，有关地区的采访等，周恩来一生的主要事迹，基本上已经清楚了。周恩
来生于国家危亡之际，长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他反复求索，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
义。从此他一生不变，为之奋斗，从事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直
至最后逝世。他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他的业绩将永远彪
炳于史册。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周恩来的人格
人格，即人的品格，即人品加格调。看一个人，人们首先不是看他思想的价值取向，往
往看他的品位如何。古今中外一切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人物，无不注重自己人格的塑造
与培育。他们不仅在事业上给后人留下永恒的印记，而且在人格上也熠熠生辉，令人景
仰；他们不但思想上进步，而且人格高尚。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华盛顿、林肯、马克思、
恩格斯、甘地、孙中山、陈独秀等，他们无不具有典型的健康人格，给人们留下鲜明形
象。他们的人品与格调高于常人。
人格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是个体本质较为稳定的存在状态。
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包括生理的、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审美的这些要素。
人格的核心意义是指个体行为模式表达出来的关于自身精神价值的自觉意识。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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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思想意识可能变化较快，但是人的品格是比较稳定的，有的是一生不变。
正因为人格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审美诸因素中掌握，那么，要评价
一个伟人的人格，不能不充分考虑其系统性。否则是只看树木不见森林。而我们要对周
恩来这样一位在中国和世界上活动五六十年的国家领导人的人格进行评说，那将是十分
困难，非一部鸿篇巨制不可。本篇只能就周恩来文化人格作出较系统论述，因为这一点
有着特殊的社会现实意义。而其他几方面人格论述只是概观而已。
人格学和有些学科联系十分密切，在界定人物人格研究时很容易造成混淆。如人格和气
质，人格与价值，生理人格与心理人格等。所以在分别研究过程中，每个具体人格只具
有相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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