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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省委常委会集体研学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共产党员自我改造

有关论述，省委强调要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弘扬革命先辈精神，加强党

员自我改造。根据上级要求，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党委组织部摘编了周恩来同志

有关共产党员加强自我改造和党性修养的论述，印发给全校各单位。 

各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采取专题会、

中心组学习等形式，组织一次专题研究，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班子成

员要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体会。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要修枝剪

叶，自觉改造提高，每个同志都有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职责，打扫思想灰尘、

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永无止境，永远都是进行时”等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起来，党员干部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自我改造作为终身必修课，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始终在思想政治上、行动上同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各单位学习情况及时报党委宣传部和党委组织部。  

 

周恩来同志有关共产党员加强自我改造和党性修养 

的论述 

一、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自我改造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

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

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

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

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

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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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 9月 2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7页 

 

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

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有的

时候，说话没有经过仔细考虑，讲了错话，或是工作上发生一些偏见，这是为

什么呢？有的就是因为思想上还有旧的残余，或者说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57 年 5月 26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8页 

 

不能认为成了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完全改造好了。他们信仰共产

主义，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愿意从事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一回事；

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毛病，需要通过长期改造来克服，这又是一回事。当然，

觉悟高，学习好，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快一些。觉悟低，

学习差，不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慢一些。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57 年 5月 26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8页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

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57 年 5月 26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60页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

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

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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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 6月 1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3页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

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

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

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

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6月 1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4-335 页 

 

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

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

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

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

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

别人。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 3月 2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59页 

 

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

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

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 3月 2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7-368页 

 

党员要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知识还有限。我们的确是要做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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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老，改造无止境。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有进步。我们难道都改造好了吗？

不可能的，总有些渣滓，总有点需要改造的，有自觉我们才能进步。这方面要

求共产党员应该严一些。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

要求严些。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1962年 4月 18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94页 

 

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

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

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1943年4月22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1页 

二、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思想关、

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静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

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过社会关。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指过社会关、

亲属关、生活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

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

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

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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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然，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说，是资产阶

级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这段剧词说得好。你改造了它，它又影

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

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

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

期奋斗的决心。 

                              《过好“五关”》(1963 年 5月 29 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5-426页 

 

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

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

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

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

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

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 407 个人（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

务院 73 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

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

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

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

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

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过好“五关”》(1963 年 5月 29 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6-427页 

 

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

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

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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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

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

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

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过好“五关”》 (1963 年 5月 2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7页 

 

总之，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

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过好“五关”》(1963 年 5月 29 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8页 

三、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

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

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

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9月2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0页 

 

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

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

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

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

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一旦认识自己是错了，当然

很痛苦，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过去的看法。所以思想觉悟会有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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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认识上的是与非、深与浅会有改变的。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

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这是一想一看就知道的啊！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1954 年 2月 10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26 页 

 

要真正搞好民主生活，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最重要

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

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

帮助别人进步。人家看你作自我批评，他也会作自我批评了。不然，光批评别人，

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很容易争吵起来。本来学习是为了团结，结果争吵一堂，

不欢而散，反而对团结不利。假使都作自我批评，那怎么会争吵起来呢？结果只

会更加团结。为了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

始。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 9月 29日)，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63页 

 

作自我批评的人，决心去掉包袱的人，就应该有这个准备，准备在一个时

期内遭到冷遇。这不要紧，这正可以促进你自己的反省。等到人家改变了态度

欢迎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彼此之间就会团结得更好。过去，因为身后

藏着尾巴，随时怕人看穿，终日提心吊胆，人家称赞你，你表面上装着很高兴，

心里面却有点跳。所以，敢于彻底批判自己，那是会有好处的。我们所说的彻

底批判，不是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说一番空话，不联系实际，听起来好听，

却没有实际内容。这种所谓的自我批评是不好的。我们要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

想做深刻的检讨。批评自己重一点不要紧，但批评人家时，要先肯定人家的长

处，然后再批评人家的短处。批评人家的短处时，要抓住主要的，不要吹毛求

疵，找小毛病。这样。团结就能增强，学习就能进步。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9月29日)， 

                     《周恩来教育文一选》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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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

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

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1954年 2月 10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27 页 

 

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

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在这次全会上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

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

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

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

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1954年 2月 10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27 页 

 

要彻底承认和改正错误，就必须坚决抛弃阻塞自己觉悟的那种资产阶级卑

鄙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这一关，就会有共产党人的勇气，向党揭露自己

也认为是最丑恶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气馁。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1954年 2月 10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27-128页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

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5页 

 

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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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

要促膝谈心。 

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

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

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

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 3 月 2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