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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2001年1月1日，我曾为《读懂领袖丛书》写过总序。
弹指一挥间，不觉过了九个年头，四川人民出版社又让我为即将面世的《读懂领袖丛书》续篇写几句
话，作为本套系列丛书的《读懂周恩来》、《读懂刘少奇》、《读懂朱德》、《读懂陈云》的前言。
九年前，我们编撰《读懂马克思》、《读懂恩格斯》、《读懂列宁》、《读懂斯大林》、《读懂毛泽
东》、《读懂邓小平》时说过，为了紧跟新的形势和迎接新的挑战，在全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
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理论教育，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不
仅要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经典著作，而且要读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个人。
只有把经典作家这个人，把他们的生活、斗争、个性特点、复杂经历乃至缺点失误，同他们的理论观
点、著作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读懂。
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广大读者的审读，《读懂领袖丛书》得到了较好的评语。
其中《读懂毛泽东》获得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得2001年全国畅销书奖；《读懂邓小平》重
印三次后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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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懂领袖丛书》取名“读懂”，意思是说，它不像过去出版过的一些读物，是对一些历史背景、名
词概念、文章内容等进行诠释，而是力图从经典作家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合上来阐述他们各自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观点，撰写的著作，以及这些观点、著作对实践和对后世的影
响。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读懂周恩来》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开天辟地创建人民军队的先驱、举世无
双的开国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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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昝瑞礼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国防大学第一届研究生，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研究员，曾经担
任全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邓小平理论研究通讯》杂志主编，现为《解放
军理论学习》杂志编辑，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秘书长，出版专著、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邓小平实践辩证法》等16部，撰写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公开发表50余篇，其中《
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等论文分别获国防大学、军队和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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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
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
说起来很有趣，鲁迅(周树人)大概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
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还提起过这件事：“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
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字攀龙)一辈时，他们这一支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周起魁为什么要移居淮安？
这同绍兴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那时候，绍兴的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比较多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
。
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
师爷不算是官职，是由主官聘请的幕僚，所以被尊称为老夫子。
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
他们。
因为师爷中绍兴人特别多，人们常把他们称为“绍兴师爷”。
商人的出路则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
周起魁因为当师爷来到淮安，后来，代理了安东、阜宁、桃源等县知县，并做过海州直隶州知州。
在他当师爷的时候，同二哥周亥祥合买下了驸马巷这所宅院。
从此，就定居在淮安。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贻奎、贻淦。
他们和周亥祥同住在一起。
劭纲便是周恩来的父亲。
周起魁50多岁就死了。
他生前不事生产，身后只留下自己居住的房子，并没有田产。
到周恩来的父辈时，家庭的经济景况已经相当衰败。
周恩来的母亲姓万，小名冬儿，因为排行十二，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
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出身，以后在同属淮安府的清河县(1931年改名淮阴县)做了九
年知县；就定居清河。
万十二姑读过五六年家塾。
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
结婚后，生了恩来(字翔宇)和他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
恩溥比恩来小1岁，恩寿比恩来小6岁。
周恩来幼年时的小名叫大鸾。
不满1岁时，他最小的叔父贻淦病危。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特别看重有没有后代。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人们头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贻淦那时结婚还不到一年，没有子女，心里很难过。
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恩来的父母尽管那时只有
这一个孩子，还是把他过继给贻淦。
两个月后，贻淦去世了。
幼年的周恩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
陈氏的娘家在苏北宝应。
她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
养，那时才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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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为年轻守寡，从不外出，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
周恩来称陈氏为“娘”，而称自己的生母为“干妈”。
陈氏给他请来一个乳母，是当地人，叫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小屋里。
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5岁起，送他进私塾读书。
嗣母对他的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
有一次，恩溥玩刀子，几乎伤了周恩来的眼睛。
于是，陈氏更不许周恩来轻易出去，整天把他关在屋内念书。
空暇时，就教他背唐诗，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
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
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
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居住，
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
外祖父家里人很多。
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他生母去调解。
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
。
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去，在旁边听着，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万家的藏书很丰富，使他能大量地自由阅读。
周恩来从小便喜欢看书，他从读的许多书中也明白了为了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
理。
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
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
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
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他很聪明，性格中又有着活泼的一面。
在外祖父家，同辈的孩子比较多，常在一起玩，使他度过几年比较欢乐的童年生活。
这时家里的经济景况已经越来越不好了。
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比较差，到清江浦后，只谋得一个月薪16元的小差事。
家里常靠借钱过日子。
他的生母又劳累，又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
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
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
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生母的去世，给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
这时父亲经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了。
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她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
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消瘦。
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
但嗣母病体仍未见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第二年七月间，嗣母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为了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他写过一篇《念娘文》，表达了对陈氏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这时在周恩来面前只剩一条路：秋冬之交，他领着比他更幼小的两个弟弟(9岁的恩溥和4岁的恩寿)，
重新回到淮安那个残破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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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淮安，等候着他们的是艰难而凄凉的日子。
那时，周恩来还只有10岁。
可是，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收入都很微薄；叔父贻奎从年轻时起就偏瘫在床；家里有什么事需要
人出头的时候，周恩来已算是全家最年长的男子，尽管他年龄还那么小，却没有别人可以代他承当。
周恩来后来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
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当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乳母蒋江氏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了一些
生活困难。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世等等方面，都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生母、嗣母、乳母，三位亲人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旅欧时期，他写的一封表明白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
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
这两大性格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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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懂周恩来》一书由拟议到竣稿付梓，历时一年有余，在此期间，辛勤求索，集思广益，在披阅大
量资料的基础上，深思默会，概括提炼，力图准确把握周恩来革命一生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光辉
的人格和周恩来精神的精髓，为弘扬周恩来精神，拓宽周恩来的研究领域，恪尽绵薄之力。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全国掀起读书活动和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之时，写作和出版《读懂周恩来》一书，不仅对于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用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兴国、富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上这些，算是介绍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但目的能否完全实现，除了我的主观愿望，还要受我个人的能力和学力即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的制约
。
如果说本书值得一读的话，那是因为汲取了理论界同侪友好的学术成果，也有赖于为我们提供了中肯
指导的理论界前辈的宽厚“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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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懂周恩来》：读懂领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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