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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见逮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
的智慧方面超过他。
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　　周恩来剐柔相济，软硬结合，机警灵敏。
在策略方面上灵活多变，当形势需要时。
不惜舍小取大，弃近求远，以退为进，以迂为直。
在政治谈判和处事交涉中，通情达理。
不拒绝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他注重现实工作和生活中的周到周密，讲究策略方法，掌握火候和分寸。
他处理矛盾及时、大胆、灵活、冷静，被世人公认为处理疑难问题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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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如何认识和看待各类矛盾　　一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矛盾的普遍性的含义，是指矛盾无处不
在，无时不在。
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
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
矛盾运动。
”全部科学史表明，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没有的。
矛盾不仅存在于客观现象中，而且也存在于思维中。
每一事物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矛盾也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不包含矛盾的阶段是没有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过程开始时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矛盾是在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
其实，差异就是矛盾，只不过是还没有充分展开和激化的矛盾而已。
这只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而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
否认事物在开始时或者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包含着内部矛盾，就无法说明事物的自我运动，势必会陷入
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任何矛盾都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正确地解决。
要想正确地解决矛盾，就必须对这个矛盾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准确地把握它的特定的质，从
而采取特定的解决方法。
如果不加分析地把解决一种矛盾的方法（即使是成功的方法）套用到另一种不同质的矛盾上去，是一
定要碰壁的。
列宁把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叫做“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说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
要性。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碰到的矛盾都是互有差别的，不可能用千篇一律的方
法去解决。
我们党强调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必须精通本行业务，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矛盾的特点去解决矛
盾，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但是，一切矛盾不仅有特殊性，而且有普遍性，两者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一切矛盾由于个性而分别地表现为单个的具体事物，又由于共性而隶属于一定的种类。
事物的个性不能脱离同类事物的共性。
例如，中国现阶段各行各业尽管各有其个性，然而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
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
导，这就是共性。
脱离了这个共性，具体业务就不成其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了。
任何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不是幻想、虚构的“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只有共性而无个性
的“矛盾”，或者只有个性而无共性的“矛盾”，都是没有的。
假如我们一方面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泉源，承认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在碰到现实矛盾的
时候，却不懂得它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或者只看到共性而看不到个性，或者只看到个性而看不到
共性，那么，我们就将永远抓不住任何一个现实的矛盾，我们对对立统一规律以至整个唯物辩证法的
“承认”就成了空话，无异于抛弃了辩证法。
因此，只有懂得了共性和个性的道理，在考察矛盾时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如实地认识矛
盾，正确地处理矛盾，做好各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大国里进
行的。
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纵横交错，革命和建设任务非常艰巨。
在这样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就是杰出的代
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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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岗位，又面临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这样他自然处在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的风口浪
尖上。
　　周恩来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矛盾及矛盾的发展变化，寻找
科学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一，他提出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变化”。
周恩来在《关于武汉工作问题》、《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论统一战线》等许多文章中，无
不充满着这种精神，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
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08页）但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
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207页）。
“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
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8页）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帝国主义站在他们
后面一起压迫人民大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从其根本利益出发，翻过来站
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同时又与日本人相勾结。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
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是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的，但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
很快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
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总之，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已经证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的变动是很大的，
“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8页）。
在变化这样多、这样大的情况下，“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9页），才
“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
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
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
错误。
从认识论上看，“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
他们是形而上学者，不是根据客观形势，根据变化了的事实，从调查研究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
。
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以后，蒋介石在江西杀了共产党员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以后，明目
张胆地向共产党开刀。
在其反动性已经公开暴露的情况下，陈独秀却视而不见，一再妥协退让，还主张继续与蒋介石合作，
结果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比如，小资产阶级一直是我们的朋友。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暂时下降到次要的地位，这时候中产阶级
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抗日分子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更是我们的朋友了。
然而有“左”倾观点的人却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敌人，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
周恩来指出：“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我们的思想应该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去分析
认识他们，来决定我们党对他们的态度。
1938年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时有右倾思想的人，就替他涂脂抹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有“左”倾思想的人，在转变的关头
看不到这种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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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各种矛盾的发展，“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
有右倾思想的人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经成为敌人的人，仍然当做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
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做敌人。
他们看不到“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的事实，
不调查研究，不看实际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凭主观想象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因
而犯了“左”的或右的错误。
第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他主张处理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先后有序、高低
有别”。
1924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旅欧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先声报》第三十三、三十四、三
十六期，先后登载了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人攻击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人国
民党的文章。
对此，周恩来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旅欧组织的实际领导者，为了回击国家主
义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诬蔑，撰写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发表在1924年6
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
周恩来在文中对诬蔑、挑衅者进行了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批驳。
针对威重所攻击：“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明明是‘无产阶
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周恩来予以严正的驳斥指出：“不错，
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阶级革命’的
事实存在。
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
‘阶级革命’，这何以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
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
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能得到真正生路。
”这样，周恩来就阐明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这个坚定的信念是不应当
也不会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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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周恩来-跟周恩来学处理矛盾》：周恩来处理矛盾的才能和智慧。
是同他自身的品德情操、思想风格紧密结合、相互作用的。
他处理矛盾及时、大胆、灵活、冷静，被世人公认为处理疑难问题的能手。
　　周恩来是被世人公认的处理疑难问题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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