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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高远志向，到保持“活
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终身学习追求，再到坚持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良学风，周恩来为我们树立了重视学习、
勤奋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辉榜样。品读周恩来的学习观，能
够为我们的学习和教育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立志高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的学习观体现在志存高远的理想、勤奋刻苦的
精神、谦虚谨慎的品质、全面发展的追求和知行合一的理
念。在求学时代他就把学习和救国的高远志向紧密联系在
一起。1912年10月，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
念日感言》中谈到，教育与学习的终极目标是培育国家所需
之才，进而推动国家繁荣强盛。他深情地写道：“吾全校之
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
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
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
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
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此文作为现今留存的周恩
来最早的文章之一，展现了他对于读书求学的深刻理解和
崇高追求。

在求学时代，周恩来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高远志向，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爱意，彰显了他通
过学习来拯救国家、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高远的志向使
得周恩来在学习上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不断追求卓越。他深知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积
累，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因此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工作阶
段，都始终保持着一股韧劲和钻劲，对待知识如同海绵吸水
般孜孜不倦，坚持“勤于其始，嬉于其终”。在学习过程中，
周恩来深知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和实践，因此他努力学
习专业知识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知识，并注重学用
结合。

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来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不仅是他
个人的学习态度，也是他对所有人的期望。他认为学习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年龄多大、职位多高，都应该不断学
习，不断改造自己。他即使公务缠身，也依然坚持学习和改
造，如他所言，“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
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时，结合
自身革命经历，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其中提出了
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向群众学习等要求，强调了不断学习、
自我改造的重要性。这一天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他选
择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庆祝，体现了他对不断加强学习、提升
自我修养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专门
性人才，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深知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群
体的重要性。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
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
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对新中国成立后知
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阐述
和正确估计。他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到我
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当
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
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
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报告中还提出了“向现代
科学进军”的口号，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
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周恩来的报
告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献身科学、服
务国家的热情。会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
热潮。这次会议对于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分子
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召开成立40周年
纪念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活到老，学到老，改
造到老》的讲话，旨在强调教育与学习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
要性，表达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时代发展的深刻理解。
这不仅是他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期望，也是对整个国家和
民族的号召。周恩来鼓励所有人都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树
立“学到老”的理念，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周
恩来认为，自我改造是每个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终身
任务，改造是长期的、无止境的，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学习新
知识、新思想，这不仅是个人修养，更关乎共产党员的党性
原则，只有不断改造自身，才能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更好为人民服务。这不仅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需求，也
为日后的社会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

学以致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周恩来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进步，指出马克思列
宁主义学习对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人生观，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1963年7月，周恩来在给北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的
讲话中，阐释了学习的精髓，虽然演讲对象是大学生，但也
适用于所有人。首先，要建立一个学习观点：人是学而知
之，不是生而知之。要养成一个学习风气：向群众中学，向
同事们学，向书本上学，从生产实践中学。周恩来强调，学
习之基在于打下坚实基础，掌握核心技能，学好学习和工作
的基本工具：语文、数学和外国语。其次，哲学的学习至关
重要。周恩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
法论和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
想武器。无论从事哪个专业，都应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
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认识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他鼓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日常分
析问题的工具。再者，社会科学的学习同样重要。政治学
习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同时，经济学让我们了解经济规
律，这对于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历史学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
经验，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学习社会科学“有助于我们更深
入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更好地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
国的发展道路”。

自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至1961年6月中央工作
会议期间，中央多次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学习政治经济学。
周恩来积极响应，于1960年2月在广东从化召集了一批领
导干部，共同组建了一个读书小组，旨在系统研读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全程积极参与了学习讨论，并在总结
时着重讨论了学习方法，强调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待
这本书应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周恩
来反对教条主义，提倡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使政策更
加符合实际。他认为教条主义过于僵化，会导致对理论的
机械理解，忽视实践的变化与发展，对具体情况缺乏灵活调
整与应对的能力，妨碍政策的有效实施。

周恩来提倡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服
务人民和社会。周恩来一生都坚持着终身学习的理念，他
认为，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和发展潮流。他
强调学习是一生的事业，倡导“加紧学习”“向群众学习”“向
书本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鼓励知识分子不断更新自
己的知识体系，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更好服务人民和社
会。这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促进了他们
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
知识、新技能快速出现，要不断加强学习来适应这种变化和
挑战。同时，终身学习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
神追求，它让我们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和探索欲，不断追
求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
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我
们要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学习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
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自我完善，通过学习新知识、
新理论，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以更好适应
岗位需求和社会发展；不断自我革新，勇于打破传统思维的
束缚，敢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径，以创新的精神推动工作和
思想的更新；不断自我提高，追求卓越，提升个人的道德修
养和精神境界，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为社会发展和进步作
出更大的贡献。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品读周恩来的学习观

□ 黄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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