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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中和性人格的心理学分析

谷传华　陈会昌

[摘　要] 周恩来的人格经历了一个毕生发展的过程 。以心理学为视角 ,从童年和青少年

时期 、成年初期 、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四个时期来考查 ,周恩来人格的基本特点是中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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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898 ～ 1976)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外交家 、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 ,中国早期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

后 ,周恩来一直担任总理 ,曾兼任外交部长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 ,为新中国的建

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了解周恩来不同时期的人格特点及其发展机制 ,对于分析其不同时期的行为 、动

机 、思想 、业绩非常必要。

本文将综合采用心理测量学的人格特征检测分析法①和心理历史学分析方法 ,将横向分析与纵向

分析相结合 ,分别考察周恩来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0 ～ 20岁)、成年初期(20 ～ 40岁)、成年中期(40 ～ 60

岁)和成年晚期(60岁以后)四个时期的人格特点 ,探求周恩来人格的发展轨迹及其成因 。

一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典型外向和典型内向之间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周恩来的人格迅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下面选用艾森克个性问卷与人格形容

词检测表对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人格分别进行核查 。

(一)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进行的人格核查结果

根据周恩来的人物传记 、日记 、作文等历史资料 ,采用幼年版的艾森克个性问卷②对周恩来早年的

行为和心理特征符合各个人格维度的程度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

1.处于典型外向和典型内向之间。如果从气质类型上来看 ,幼年周恩来的人格特点属于多血质占

优势 、介于多血质与黏液质之间的类型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好交际 ,不喜欢离群索居。这表现在周恩来童年时代与兄弟姐妹及亲戚家的同龄表姐妹 、表兄

弟之间的深厚感情和友好相处
[ 1]

(第 207 , 219 , 297-336页),而且也典型地表现于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的

行为。1914年初 ,他和朋友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 ,因他平时“以校为家 ,以同学为兄弟”③ ,因而受到同学

和朋友的拥戴。1913—1917年在南开中学学习期间 ,周恩来先后被推举为敬业乐群会智育部长 、南开

学校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 、演讲会副会长 、暑假乐群会总干事 、南开敬业乐群会会长等 ,这反映了其出众

的交际能力和良好的人缘 。他多次提到“合群”的重要性 ,认为合作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 , “人之立于

世 ,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 ,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 ,而服役之事 ,乃为人类所不可免 。”
④
连其老

师也禁不住嘉其多情 ,赞叹“翔宇弟本多才 ,孰知其情之笃竟如斯耶”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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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和 、乐观 、爱活动。据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回忆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里给他的印象是严肃活泼 ,

办事认真严肃 ,平时爱活动 ,很有风趣
[ 2]
(第 17 页)。从他在校期间担任的一系列职务可以看出 ,他参加

的活动涉及文学 、演说 、编辑 、组织 、戏剧演出以及作文和数学比赛等各个方面。毕业时南开《同学录》对

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 ,最富于感情 ,挚于友谊 ,凡朋友及公益事 ,无不尽力”⑥。

(3)思维和反应敏捷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数学成绩很好 ,心算比一般同学的笔算还快 ,《校风》周刊

曾记载他是 48名学生中笔算速度最优者之一 。这些足可以证明他多血质的灵活 、快捷的气质特点 。

(4)喜欢沉思。周恩来自幼博览群书 ,一再强调要“惜时” 、“好学” 、“深思” ,认为“吾人既以学为终身

之业 ,尤应以思补济之于无穷” 。这从他早期作文中所表现的旁征博引 、渊博学识及独到的见解中可见

一斑 。

(5)注重内省和自我反省 。这不仅表现于周恩来喜欢沉思的习惯 ,而且表现在他不断的自我监督和

自勉自责上。初到南开中学时 ,周恩来英文成绩不佳 ,接连几篇作文教师评语也不是很好 ,导致了他深

刻的反省:“翔宇 ,翔宇 ,汝宜三思 ,须知凡人之所能为者 ,己即能为之。”⑦周恩来的这种内省倾向与他喜

欢沉思的性格是一致的。

(6)做事严肃认真 ,自制力强。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中担任相当多的职务 ,没有精确的头脑 、高度的计

划性和组织性 ,是难以胜任的 。此外 ,周恩来还表现出出众的理智 、稳重和自制品质 。英国当代著名学

者 、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指出 , “他(指周恩来)是个具有判断力 、具有主见的人 , ……一旦和别人

相处了 ,他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 。”
[ 3]

(第 50 页)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校董严修看重周恩来的人品和

才学 ,曾有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于他 ,但考虑到与严家结亲后自己的前途会受严家支配 ,他理智地拒

绝了 。

(7)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明确 。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周恩来在早年没有摆脱传统思想 ,尤其是修

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影响 ,认为“平天下者 ,必先治国 、齐家 、修身 、诚意 、正心 。正心者 ,

万事之基也。”⑧这也反映了早年周恩来人格的时代性。

综上所述 ,周恩来早年在内外向维度上的表现是“中和”的 ,既非极端的或典型的外向 ,也非典型的

内向 ,而是恰当地调和 、兼容了内向和外向两种人格特点。这与他早年的家庭教养有关。周恩来曾回忆

说 ,自己分别从嗣母和生母身上承继了好静的性格和爽朗的性格[ 4]
(第 5页)。

2.情绪稳定 。周恩来自幼深受父母和教师的喜爱 。在学校里 ,他平时能做到严肃 、活泼 、认真 ,幽默

风趣 ,为人热心 ,沉着冷静 ,这些行为正是情绪稳定性的表现 。

3.低精神质 。高精神质的儿童和青少年大多古怪 、孤僻 ,缺乏同情心和是非感。从周恩来幼年乃至

小学 、中学时代的行为表现和自我表述表明 ,他的精神质倾向是很弱的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具有很强的是非感。周恩来嫉恶如仇 ,爱憎分明 ,在作文中一再表现出对民族气节 、爱国之心的由衷赞

赏以及对卖国求荣 、自私贪婪的厌恶。(2)富有同情心 。在周恩来看来 ,同情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 5]

(第

22-25 页)。他对旧中国的穷苦百姓充满同情和怜悯 ,曾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 ,睹乞丐成群也 ,则推己

及人 ,视天下饥如己饥 ,溺如己溺。”(3)反对孤僻和离群索居 。周恩来在学校中热心公益活动 ,从不骄傲

和锋芒毕露或出风头 ,而是谦虚自重 ,温和诚实 ,这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周恩来性格中的自贬方

面 ,与他的谦逊 、羞涩的特点相联系 ,使他不容易有非份的抱负。”
[ 3]

(第 98 页)

(二)采用人格形容词检测表进行的人格核查结果

采用经过修订的人格形容词检测表⑨评定周恩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人格特点 ,结果表明 ,这一时

期的周恩来是一个心理健康 、积极上进 、自尊自重 、谦虚随和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才能出众 、克勤克俭

的人 。

当然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周恩来早年的人格也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英雄主义 。在周恩来学生时代的作文中 ,几乎随处可见对英雄业绩的赞美和崇拜。在“英雄创

世”理论的支配下 ,做流芳千古的英雄成为早年周恩来的人生理想。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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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主义 。周恩来理想远大 ,早在 13岁时 ,就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 ,但这种缺乏

实践经验支撑的志向显得较为空洞 。他当时还认识不到实现国富民强的复杂性 。他认为练好海军 ,“则

国之强 ,可操左券”⑩ 。他还主张尚教育 ,兴实业 , “一则崇尚教育 ,涤除恶习 ,使国民之德性日益张 ,而达

于尧天舜日之境;一则振兴实业 ,厚培民生 ,使国民无不恒之产 ,国家有仓廪之余 ,而比隆于欧美。” 11这

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主张显然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

3.对世人的“不信任感” 。在周恩来看来 ,整个国家“文化黑暗 ,生活低微 ,举国痴顽 ,如入昏梦”
 12
。

正是这种对国民的“不信任感”增强了他改造国民思想的决心。

上述分析说明 ,不能脱离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周恩来早年的人格 ,

同时也说明 ,周恩来早年的人格正处于成长阶段。

二 、成年期:内外向中和

进入成年期后 ,周恩来人格的社会化程度提高 ,同时也保持了与前期人格的某种延续性。

(一)周恩来成年初期的人格特点

概括地说 ,周恩来成年初期的人格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内外向的中和 。在成年初期 ,周恩来某些外向性和内向性人格得到进一步发展 ,具体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 。

(1)日常交际广泛而热烈 。在南开中学 ,周恩来与同学一起积极筹建觉悟社;旅居欧洲期间 ,他又广

泛考察和参加工人和学生运动 。据资料记载 , 1921年 3月到 1922年 3 月 ,周恩来给国内写了 50多篇

通讯 ,共 20多万字 ,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 、工人运动状况 、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情

况
[ 6]
(第 6-19 页)。在黄埔军校期间 ,周恩来广泛结识共产党人 、国民党左派 、比较开明的孙中山追随者 、

国外支持者等各派友人。埃德加·斯诺曾这样描绘 20世纪 30年代的周恩来 , “周同各派之间的关系之

广是无可比拟的 。这使他能够充当各派间的调解人和平衡器 ,而不是通过在重大争论中运用种种压制

手段来获得个人领导权”
[ 2]

(第 158 页)。

(2)随和 、乐观。在旅欧期间 ,周恩来曾热情介绍曾被陈独秀拒绝的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

人士和共产国际严厉攻击 、批评李立三的领导路线时 ,在共产国际代表威胁要解除张国焘政治局职务

时 ,在王明等代表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试图撤销毛泽东所有职务时 ,周恩来都曾耐心地为之辩护。

埃德加·斯诺所见到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周恩来“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 ,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 5]

(第 21页)。

(3)内向性比较明显 。喜欢阅读和思索 、富于计划性 、做事严谨 、踏实 、真诚可靠 、重伦理等品质在周

恩来身上都有十分完美的体现 。周恩来的生活极有计划性 ,这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例如 ,在旅

欧期间 ,周恩来曾参加中国学生要求无条件开放里昂大学的斗争 ,在筹划最后一刻的行动方案时 ,还不

忘让朋友带上一些报纸 ,以防在被捕后消磨时间[ 2]
(第 88页)。周恩来做事极为谨慎。在旅欧期间 ,周恩

来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进行反复推敲比较 ,并与觉悟社社员进行多次通信探讨之后 ,才最终确定了自己

的共产主义信仰 ,而此前却是“谈主义便心跳”
[ 5]
(第 157 页)。1927—1931 年 ,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成

功地领导开展了极端秘密的地下工作。而周恩来与邓颖超忠贞不渝的爱情则表现了他真诚 、注重伦理

的一面。

2.非神经质和非精神质倾向 。成年初期的周恩来情绪稳定 、沉静 、自制 ,在各种危急关头 ,甚至在国民

党统治区让人窒息的秘密工作期间 ,都是如此。在遭受重大挫折或遭到不公正的批评或打击时 ,周恩来始

终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理智地分析原因 ,并且善于自我批评 ,主动承担责任。例如 ,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

因 ,南昌起义失败 ,尽管失败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他 ,但他却在事后向中央做了自我批评[ 6]
(第 6-19页)。

周恩来总能平静地以理服人 ,以理智战胜各种消极情绪的困扰。旅欧期间 ,听说觉悟社社员黄爱被

害后他极为悲痛 ,但他很快就将这种情感转化为自己向旧社会复仇的实际行动 ,确立并坚定了自己的共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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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信仰。在给朋友的信中 ,周恩来写道 , “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 ,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 ,

却只有一个努力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它)宣传奔走。”
[ 7]

(第 46-47 页)埃德

加·斯诺在 20世纪 30年代见到的周恩来“确乎有一种吸引力 ,似乎是羞怯 、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

的奇怪的结合物” ;他“谈吐缓慢安详 ,深思熟虑” , “头脑冷静 ,善于分析推理 ,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

和地说出来的话 ,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 、̀ 强盗' 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

话 ,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 8]

(第 23 页)

采用上述人格形容词检测表评定周恩来成年初期的人格特点 ,结果显示 ,成年初期的周恩来保持了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某些特点 ,如求新性 、好交际性 ,同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是人格结构复杂

化 ,二是人格灵活性增强 。成年初期的周恩来情绪平静而又丰富 ,知足而又上进 ,爱好交际而又严肃自

律 ,成熟而又纯洁 ,坚定而又灵活 ,务实而又求新 ,热情而又冷漠 ,诚恳随和而又爱憎分明 ,顺从而又自

主 ,合作而又独立 ,谨慎而又大胆 ,自律而又勇敢。这些“对立性”人格特征的和谐统一说明 ,成年初期的

周恩来人格的“中和性”增强了 ,他能够针对不同性质的情境 、根据情境的具体要求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

为和反应 。

(二)周恩来成年中期的人格特点

成年中期 ,周恩来先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整风运动 、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等重要时

期 ,新的社会活动环境 、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任务对其人格的适应性提出新的要求 。这一时期 ,周恩来

在保持了内外向中和 、低神经质和低精神质的人格特点的同时 ,也发生了一些鲜明的变化 。

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对周恩来成年中期的人格进行核查 ,发现周恩来基本保持了较低的精神质和

神经质 、内外向“中和”等气质特征 。概括而言 ,周恩来仍然表现出高度的“交际性” ,交际更为广泛而多

样。在小事上也是如此。他衣着整洁而合体 ,在宴会上 ,他关心每一件事 ,倾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 ,并时

常拍拍与他谈话的人的肩膀或握握手。另外 ,建国后的周恩来还表现出高度的“活动性” ,他具有广泛的

兴趣 ,喜欢跳舞 、看电影 ,无论有多忙 ,他都坚持打乒乓球。

与以前一样 ,建国之后的周恩来生活严谨 ,工作踏实 ,做事计划性极强 ,事事以身作则 。他忠实地遵

守自己与邓颖超结婚时制定的“互爱 、互敬 、互助 、互商 、互谅 、互信 、互识”的诺言 ,平时坚持平民化的生

活 ,决不让自己的亲戚因自己而享有特权[ 1]
(第 337-368 页)。他的热情 、随和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工作之余的周恩来生气勃勃 ,变化万千 , “好像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 3]

(第 254 页);在公共场合 ,他目光炯炯 ,双眼一刻不停地转动 , “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
[ 3]

(第 262页)。

成年中期 ,周恩来依然表现出才能的出众性 、创新性 、随和性等特点 ,同时 ,尽责 、忠诚 、灵活等特点

更为突出 。二战期间被派到中国 、时任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帝奥多 ·怀特曾回忆说 ,周恩来头脑极为

灵活 ,他英明而又无情 ,堪与 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造就出来的任何领袖相比 ,他采取行动坚决勇敢 ,有

猫捉老鼠那样敏捷细致的本领
[ 8]

(第 26 页)。灵活性是周恩来中年时期的人格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表现。

(三)周恩来成年晚期的人格特点

20世纪 50年代末 ,周恩来逐渐进入成年晚期 。这一时期 ,中国先后发生了“大跃进” 、三年经济困

难(1959—1961)、“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大事 ,他先后经历 、参与或领导了在政治和经济上

进行拨乱反正 、访问亚非欧各国 、反极左思潮 、摧毁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促成中美建交以及使新

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

从连续性来看 ,周恩来仍然保持了与前期相似的气质特征 ,包括内外向的中和 、非精神质和非神经

质。大小事务他都要亲自过问并认真负责 ,成为公认的新中国“总管家” ;外交活动极为频繁 ,在 1963至

1964年之间 ,周恩来先后出访亚非欧 14国 ,20世纪 70年代初又与美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周恩来非

常重视友情 ,对国内外 、党内外的朋友都是如此。例如 ,在加纳国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访问加

纳;在遭到“四人帮”迫害的情况下 ,他仍然竭力保护各位元帅和将军 、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干部 、党外

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 。据当时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回忆 ,成年晚期的周恩来待人热情 ,开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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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 9](第 1106-1107页)。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 ,周恩来的警觉性极

高 ,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 3] (第 391 页)。这种敏感性和兴奋性是周恩来一贯的人格特征 。

采用人格形容词检测表的评定结果表明 ,周恩来人格倾向的变化突出表现于务实性与坚韧性 。这

一时期 ,周恩来更加实事求是 ,早期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消失了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 ,这一

时期 ,周恩来一方面尊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 ,不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一方面又力所能及地根据

实际情况 ,灵活地纠正一些“左”的做法[ 3]
(第 441 页)。在他的内心世界中 ,那些急躁冒进的做法实际上

是一厢情愿的 ,那些理想主义者错误地判断了人类的本性 ,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艰

巨的过程
[ 3]
(第 328 页)。这种外在行为与内在态度的“分离” ,有力地说明了周恩来“外圆内方”的人格特

点 ,说明了其人格的高度灵活性。

三 、基本特点:逐渐增强的中和性

综观周恩来人格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 ,中和性是周恩来人格的一个基本特点 ,它指的是将多种看

似对立的人格特征(如热情与冷漠 、外向与内向)协调于一身的倾向 ,周恩来人格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中

和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也是人格适应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

童年时期的周恩来人格具有“男女中和” 、“南北中和”的特点 ,青少年时期在北方受教育的经历 、北

方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空气”促成了他强健的体魄 ,也使他的人格成为“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

方人的勇猛相结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 3] (第 34 页)。成年初期 ,真正的革命斗争生活 、军事和政治斗

争的实践使他由一个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 、比较单纯的青少年转变为人格结构复杂而灵活的成年人。

在成年中期 , “联合—斗争”仍是周恩来的主要生活模式 ,与各种合作力量的联合以及与敌对力量的斗争

赋予他的人格适度的“中庸”性 。进入成年晚期后 ,周恩来先后经历了一系列党内斗争和“文革”浩劫 ,人

格的中和性更为明显 ,他表现得既深沉 、稳重 、机智 、创新 、尽职 ,又顺从 、“圆滑” 。“文革”期间特殊的生

活环境进一步促成了他人格结构的复杂化和人格中和性的增强 。理查德·尼克松曾这样评价晚年的周

恩来:“他不露锋芒 ,孜孜不倦地工作 ,他既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又是一个儒家君子 ,既是始终

不渝的思想家 ,又是会权衡利害的现实主义者 ,既是内部政治斗争的能手 ,又是善得人心的和事佬;他对

任何一个角色都能愉快胜任 ,或融会贯通好几个角色 ,而丝毫不会显得优柔寡断或前后矛盾 。” [ 9]
(第 50

页)这位西方著名政治家的评论说明 ,周恩来晚年的人格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具有高度中和性的人

格特征使周恩来在各种环境中如鱼得水 ,成为“无往不胜的幸存者”和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

注　释:

①　人格基本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是采用这种方法的重要根据。

②　由龚耀先等(1983)主持修订 、湖南医学院印行的艾森克个性问卷(EPQ)。该量表包括三个个性或人格维度 ,即内外

向(E ,即 Ext rove rsion)、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N , 即 Neuro ticism)、精神质(P ,即 Psycho ticism)。成人版和儿童版的

主要维度相同 ,量表手册中对成年人和儿童在三个维度上得分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说明 ,并区分出六种典型的人格类

型 ,即典型外向(E 分特高)、典型内向(E 分特低)、典型情绪不稳(N 分特高)、情绪稳定(N 分很低)、P分高的成人和

P分高的儿童。本研究采用了量表检测的方法 ,即依据量表对每个维度的具体说明和人物(周恩来)所表现的具体

特点 ,确定人物的人格特征或人格类型。各个时期的检测方法相同。

③　参见周恩来 1916 年秋作文《避暑记》 。

④　参见周恩来 1915 年 3 月作文《论名誉》手稿。

⑤　参见周恩来作文《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 ,盍预言之》手稿及评语 , 1917 年 1 月。

⑥　参见南开学校 1917 年《第十次毕业同学录》。

⑦　参见周恩来 1914 年《作文评语不佳感言》。

⑧　参见周恩来 1916 年作文《方今政体维新 ,贵由迹治心 , 试申其义》。

⑨　该检测表是在黄希庭等(1992)编制的人格形容词检测表(包括 562 个形容词)基础上形成的 , 根据本研究目的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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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相关研究 ,进行合并 、简化和修订 ,删除了那些不具有“年龄普适性”和词义重叠较大 、容易混淆的词项 , 增加了一

些突出社会创造性人格特点的项目。最终确定的人格形容词检测表包括 254 个词项 , 较好地兼容了目前各种人格

量表所考察的人格维度。本研究根据周恩来在各个时期的行为表现 , 确定他在各个时期分别具有或符合哪些人格

特征。

⑩　参见周恩来 1915 年作文《海军说》 。

 11　参见周恩来 1915 年作文《子舆氏不言利 ,司密氏好言利 , 二说孰是 ,能折衷言之欤》 。

 12　参见周恩来 1916 年 11月作文《试论奢靡二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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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ou Enlai' s personality developed thoughout his lif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Zhou Enlai' s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 of personality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0 ～ 20 years old), early adulthood(20 ～ 40 years old)middle adulthood

(40 ～ 60 years old)and late adulthood(60 ～ 78 years old)was counterbalance.

Key words:Zhou Enlai;personali ty ;development ;psycholo gical analysis

·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