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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献身责任（一）

今年是 2016 年，距离 1976 年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人民的

好总理周恩来已经离开他深爱的人民整整四十年了。西花厅的海

棠依旧，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否依旧？

前不久，41 集的《海棠依旧》“火”了，成为电视荧屏上

牵挂着亿万观众的关注点和动情点。据说，自央视一套黄金时间

开播以来，收视率持续攀升、独占鳌头，始终位居全国上星频道

黄金时段电视剧前列。

我也是这个累计观众规模超过 3 亿的《海棠依旧》的忠实粉

丝，一集不拉地从头到尾看完。正是这种依依难舍的心理，随着

剧情一天一天的展开，粉丝们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刻地激活了对

于这位被胡耀邦盛誉为“全党楷模”的人民好总理的所有记忆，

总理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总理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总理

的勤勤恳恳、恪尽职守，总理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等等，总理

的这些为人做事早就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人民心底，这也是至今许

多上年纪的人仍是一提总理就禁不住热泪盈眶的原因。

西花厅海棠花的竞相绽放，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汇成

质朴而不失艳丽的电视画面，映射西花厅主人公一生出鞠躬尽瘁、



献身责任的人格特质，让人不禁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穿越中一遍

又一遍地萦回、共鸣和思索。

网上也是好评如潮。网友纷纷热情点赞：总理为党为国如

此忘我感动人心。有网友深情表示，“周总理在我们心里，不

灭，不老，永远是意气风发正年华。每次想起他，必定热泪盈

眶。我爱周总理，我爱中国。”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习总书记以深沉的历史使命感，10 次强调“不忘初心”，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的神州大地上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寻根热”。党内外的有识

之士都在反思：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

准备走到哪里去？

一个已经成立了 95 年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为自己过生日

的时候寻根溯源，实际上正是自身机体健康成熟的必然反应。

任何社会事物都会有“源”和“流”、“根”和“叶”的关

系，正如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一样，在向前奔流的过程中，不

断会有各种支流汇入以及泥沙俱下，这些汇入和俱下壮大了黄河

的声势，同时也必然使河水变得一些浑浊。但无论下游发生什么

变化，在源头，总还是存在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种

没有被污染的、清澈见底的纯洁之水。因此在向伟大目标奋勇前

行的时候，在征服激流险滩以及阴霾污染阻扰的时候，人们总是

会自然而然地寻根溯源，探寻我们为什么出发的“初心”。



我们共产党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从 1921 年以来，一路风雨

兼程，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

件，物换星移，人事皆非。今天的党员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形

象和语言与 95 年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党的所有成员还是不

是记得当初那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被污染的、

清澈见底的纯洁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棠依旧》这部以感人的细节呈现

了周总理作为国家公仆、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国家操劳、

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献身责任的一生电视连续剧，可谓来的恰

逢其时，因为它形象的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可以这样

说，周恩来，就是共产党“初心”的人格化典范。

20 多年前，我在大学新闻学讲台上曾多次引用国际新闻史

影响甚广的一个经典范例：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辞世后，全

世界几乎所有媒体（不分东西方阵营，不讲意识形态隔阂，尽管

当时还是冷战时期），争先恐后地纷纷报道联合国降半旗（不是

联合国旗降半旗，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

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去世的

领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

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去世后没有一分钱存款的，有

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 所有人顿时鸦雀无声！



周总理鞠躬尽瘁、献身责任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全世界的心。

1955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啥尔德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

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

人”。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

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他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

会长池田大作时还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

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

可不是平凡的人”。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

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西哈努克亲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

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即使在刀光剑影、势不两立的国共内战时期，周恩来也赢得

了对手的由衷敬重和高度评价。蒋介石抗战初期与周恩来彻夜长

谈，临别时蒋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夫人美龄在西安见过你后，

一直在我面前盛赞你思维敏捷、文武兼资，是当世奇才。又问我

何以这样的人才却投到共党，你让我如何回复？”又叹气道：“你

我当年若不分手，中国现在将是什么样？”于右任说：“周恩来

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

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

人才”。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

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

袖人物来看，中共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周恩来何以能够在时代巨变的风云变幻中表现出如此高贵

的人格力量，何以能把共产党人之所以为共产党人的伟大体现到

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敌我都如此令人景仰的高度？

早在青少年时期，周恩来就立下“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

人共得而仆之”的远大志向。1910 年，年仅 12 岁的周恩来誓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欺辱的现实，让任何一个有良

知的国人没齿难忘，为了中华之崛起，既是一个有为少年的初心，

也是当时志士仁人的一个普遍共识。但是，百年中国就像一个乱

烘烘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成百上千个打着“救国”旗号

的政治派别或折戟江湖，或黯然退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

族从亡国灭种的边缘带到了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有利时点上——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

点？

《海棠依旧》告诉我们，最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周

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那种不忘初心、融入整个生命的责任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实际上，周恩来正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年少

时“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的初心和理想。这

种不忘初心、献身责任的责任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正是周恩

来高尚人格具有历久不衰的憾人心魄之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