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掸封尘：周恩来何以成为文革浩劫中的“不倒翁”

1966年12月26日，江青周恩来康生接见红卫兵。（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标签: 文革, 刘少奇, 彭德怀, 周恩来, 盖世太保,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 天安门广场

更新 2024-12-30 12:47 AM 人气 22

【大纪元2024年12月29日讯】今天回眸十年文革浩劫，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

现象：早在延安时期就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对毛忠心耿耿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惨死

在河南开封，被用化名“刘卫黄”火化尸体；被毛泽东赞誉为“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惨死在

301医院，被用化名“王川”火化尸体；被毛泽东称赞为“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的贺龙，惨

死在301医院，被用化名“王玉”火化尸体；甚至连井冈山时期就“朱毛不分家”的朱德都受

到浩劫冲击。而为什么偏偏周恩来却能够保全自身，成为浩劫中的“不倒翁”呢？

本文将为大家揭开这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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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文革，周恩来就当“文革派”

毛泽东要唱文革这出戏，周恩来就赶紧张罗着给毛搭戏台。

1966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这本来是一个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无论在

党内还是在政府体制内，都名不正言不顺的东西，类似于盖世太保。周恩来按照毛的授意，在

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的红人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的内人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

文革中发迹，后来蹿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并成为文革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就是从这

次周恩来的提议开始的。

为了给毛泽东搞文革提供舆论支持，周恩来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了开展文革的

标志性红头文件《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意思是说，对毛泽东搞

文革的决定不支持，就是“晚节不忠”，以前再大的功劳都不算数，就活该被打倒，从而证明

毛泽东打倒老干部的行动有理。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

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

员。

资料显示，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占

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6%，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城，平均每12天就闹

一次“红海洋”。这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充当的角色，实际上是接见现场的总指挥。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

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

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毛泽东要用谁，周恩来就当“肉喇叭”

文革中，有两个人物在毛泽东眼里红的发紫，一个是江青，一个是林彪。周恩来投毛所好，对

江和林极尽吹捧之能，几乎达到了肉麻的程度。

 1. 吹捧江青。

周恩来吹捧江青，贯穿在文革的始终，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

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

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

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让人莫

名其妙的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

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

一次毛泽东给拦了下来。

2. 吹捧林彪。

周恩来对文革中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的推崇也是不遗余力。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

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

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我感觉良好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

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1969年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周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

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

大幸福。”



为了吹林彪，周恩来甚至达到公然违背中共党史常识的地步。他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

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

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

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出事后，汪东兴在

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

（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的文章里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

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林彪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就作“打人棍”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而且，对被打的对象，是一

棍子打死，还是打个半死不活再救援，都掌握的恰到好处。

1. 疯狂迫害刘少奇。

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

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

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

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

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并借此顺便吹捧江青。

周恩来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

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

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这里周恩来所说的“革命晚节”，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的绝对服从。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

“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共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

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

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愧疚。

2. 积极批判朱德。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

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

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周恩来还巧借毛泽东的话来打压朱德说：“毛主席说

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

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3. 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

周恩来唯毛泽东的毛首是瞻。毛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而毛

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

则是暴动总指挥。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的主力部队。文革之初，贺龙落难，

周恩来有心要保贺，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

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

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数落成了“贺虫”、“贺熊”。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此时的贺龙已经以“王玉”之名进了

骨灰盒。周恩来只好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

护好”贺龙。

4. 向杨成武道歉。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

杨成武讲话，反而附和毛泽东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

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

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毛泽东要保谁，周恩来就去“送温暖”

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差不多都是一棍子打死。而“三起在落”的邓小平却是个例外。因为毛

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曾有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

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

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亲

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详细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抹稀泥

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练”。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背地里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

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周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既给了毛台阶下，又

顺了毛的心。毛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牺牲干女儿、亲弟弟、卫士长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最密切的人。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先生，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查

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

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

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



心。”按照常理，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可倒好，主人把看家狗推上了狗肉车。于是成元功被送

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文革时，江青把揭发周恩来亲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的材料撂给周恩来，说你看着办

吧。周批示：立刻逮捕周同宇，而且注明周同宇家里有多少人，地址在哪儿。

尽管文革后披露的资料称，周恩来当时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

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被关进监狱7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从周附和江青的

做法，另人怀疑周的出发点未必是为了保护弟弟，而是要对江表忠心，“大义灭亲”。

拒抓“四人帮”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叶剑英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某日，叶和周进行了最后一次谈

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谈完临走时，叶还叮

嘱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却“连

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

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

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这也许就是叶跟周“最后一次

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之所以把抓“四人帮”设为自己的“禁区”，是因为他深知文革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抓“四人帮”，实际上就是否定

文革。这对毛泽东而言，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借给周三个胆，他也不敢为之。

唯毛首是瞻，至死不敢越“雷池”半步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

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记述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

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



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结语

纵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他成为浩劫中的“不倒翁”，是具有完备职业资质的。

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在自辩时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那么，周恩来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仅从本文披露的事实来看，周恩来展现的“能

耐”是多元化的：是毛奴才？是马屁精？是双面人？是伪君子？是大奸灭亲者？是苟且偷生

者，是见风使舵者？是落井下石者……大家尽可见仁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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