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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转移你的视野历史像一条滚滚东流的大河，会把所有杰出人物的功绩逐渐冲淡，没有什么伟业不
被岁月的沧桑之变所吞噬，没有哪位伟人不被时间的滔滔洪流所淹没。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就像堤坝征服了洪流，一位伟人以其特殊魅力征服了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
在，中外人士都传诵着他的佳话；而将来，他也会流芳百世，使后代敬仰。
他，就是周恩来——一个受到全世界赞誉的人，一个连敌人也赞叹不已的人，一个担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总理二十六年的人。
堤坝征服洪流靠的是不可超越的高度和巍然不动的坚固。
伟人征服历史靠的是什么？
就周恩来而言，其特殊魅力何在？
正如古诗所云：“近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上述问题，不同的人不会有相同的答案。
周恩来的经历、才干、贡献、志向、韬略、胆识、挚情、人格、品质、情操、道德、文章、忠孝⋯⋯
都在可以论述做答之列。
在他的生前去后，人们也正是从这些方面论述、回忆他的。
但是，这样的视野局限有时反而使人看不清楚周恩来了，就像摄影焦距没调好似的朦胧，也像伟人与
神重叠起来时特有的缥缈。
朋友，请别着急，请转移你的视角，从公关艺术的视野去观察一下，就会获得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体
验。
周恩来的特殊魅力，除了他的才干和贡献外，还有他那举世绝伦的公关艺术。
换句话说，周恩来固然是靠他的才干和贡献赢得了人民的特殊尊重，从而构筑起历史的丰碑；但我们
还应该看到，这座丰碑上到处记录着他那独具魅力的公关艺术内容。
也许有人会问：“公关”这个词不过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过海上岸来到中国的舶来品，把“公关艺
术”同人民总理周恩来联系起来，合适吗？
确实，“公关”(公共关系)这个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从海外传到中国的。
作为一门科学，公关关系学是信息社会商品经济的产物，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发端的
，传人中国大地并在理论上被认可、在实践中被加以系统运用，至今不过近三十年。
但是，“公共关系”的客观存在与“公共关系学”的形成发展与传人中国是两回事。
“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一种思想与活动方式，是源远流长的。
所谓“公共关系”，就是公众关系，是组织与其内外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
构成“公共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作为主休的社会组织，作为客体的内外公众，作为过程的信息
传播。
追溯历史，人类从事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早已有之。
西方一些公共关系学者把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视为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把古罗
马统治者恺撒的《高卢战记》视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
在中国，人们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人和”就是追求和谐一致的公共关系。
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可以说充满了公共关系活动，公共关系艺术发挥着重
要作用。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诸侯都招揽了大批以宣传游说、唇枪舌剑为已任的“士”，这些“士
”的主要职责是树立本国君主诸侯的形象，谋求本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
苏秦的“合纵”主张，张仪的“连横”建议，都曾经改变了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又比如，汉代的张骞通西域、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都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途经，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可以说是规模宏大、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
至于商店、酒店门前的招牌，从古到今，中国的生意人都是下了工夫的。
好了，话不必说得太远，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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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那感人的魅力即来源于此。
许多杰出的伟人与他相比，在这个方面都表现得略逊一筹。
 周恩来曾经说过：要把艺术舞台与政治舞台结合起来。
他这句话当时虽然是专指搞艺术者也要有政治头脑，但我们也不妨由此去理解他那艺术化了的政治生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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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也是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周恩来用毕生的心血和努力为理想而奋
斗，在内政、外交等多方面建树非凡。
他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凝聚人心的公关艺术，他的大
智、大勇、大仁、大义、大德、大爱，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通过描述周恩来一生当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处理公共关系的大量成功事例，向读者生动阐述、
再现了一代伟人登峰造极的公共关系艺术。
堪称向一代伟人学习公共关系艺术的最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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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决策首先要考虑公众的需要，了解公众的情况。
对于执政者来说，由于掌握着国家权力，很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公众；这是执政者之大忌。
怎么样了解公众的情况呢？
仅仅通过材料和汇报间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这并非是材料不真实，汇报不可靠，而是说这些材料、汇报作为一种信息，已经过了筛选、过滤和传
递，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信息可能被筛选掉，真实的信息也可能变形，甚至被歪曲。
执政者如果不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就决策，就可能出差错。
要避免失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就是和公众见面，直接倾听公众呼声。
这种倾听不是一般地开座谈会、调查会，而是深入公众之中，像学生一样去听公众的意见。
这样，公众就会信任你，愿意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使你获得真实的信息，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
策。
周恩来就是善于深入公众、倾听公众呼声的执政者。
1954年的一天，正是下班时间，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公共汽车拥挤很厉
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
门。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公共汽车北京图书馆站等车。
一会儿车来了，周恩来随着群众上了车。
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
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中间。
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
过了几分钟，站在他对面的一名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
这不是周总理吗？
”“总理？
总理？
！
”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
随行人员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他身边凑了凑，恐怕他被挤倒。
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
请坐！
别挤！
别挤！
不要动。
”乘客们要他坐下，他坚决不坐。
借此机会，他与乘客们攀谈起来。
乘客问他：“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
”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一句话，沟通了他们之间的心灵。
周恩来亲切地问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
住在什么地方？
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
有的乘客只顾和他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他面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
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他告别。
车上虽挤，气氛却很活跃。
随行人员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他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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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下了公共汽车，他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
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
”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他曾经多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出去体察民情。
有一次，他想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调查了解情况。
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去，劝他说：“你的目标太明显。
”他说：“不要紧，化化妆，或戴个大口罩不就行了。
”看他那个执著劲，警卫人员只好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局领导坚决不同意，要求制止，说：“可以
等关了门再去。
”周恩来说：“那我去干什么？
我就是为了去看看群众。
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隔开。
隔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去了。
”后来，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稍晚一点，百货大楼的顾客少一些时再去。
暗访不行，周恩来就利用一切机会明察。
可以说，全国除了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58年2月，为了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周恩来刚从国外出访回来，就带领有关人员，从武汉乘“江峡
”轮溯江而上，考察长江。
三峡水利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
对于这一工程，他从规划设计原则到一些重要数据、从工程坝址到地质岩芯都亲自过问，亲自勘察。
他说：“设计方案必须十分安全可靠。
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
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对初选的几个三峡工程的坝址，他都徒步察看坝址的地形和岩石的情况。
在察看火成岩区的三斗坪坝址时，因为这里的花岗岩很坚硬，是最理想的坝址，周恩来对它很满意。
在视察另一个坝址时，为了了解这一带石灰岩的溶蚀现象和观察坝址的全貌，他沿着长而陡险的石梯
，登上半山腰，进入石洞勘察。
随后，他又登上山垭，查看了整个坝址的地貌。
经过实地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周恩来在重庆对治理长江问题做出了充满真知灼见的指示。
他指出：治理长江应“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要求正确处理好远景和近期、
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
。
不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做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
据此，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周恩来注意实地了解情况。
当没有时间出去时，他就寻找其他办法弥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书吴春安，1954年、1955年两次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
会议。
周恩来抓住机会，每次都接见了他，向这位来自第一线的代表做调查。
他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搞得好，是怎么种的？
”吴春安向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套植棉情况。
他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植棉中的一个细节，常常问几次。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调查研究国内情况。
一有机会，他还向外国来宾了解情况。
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
起初外事部门并没有考虑请总理接见这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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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恩来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又是基层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情况，他决定
接见这个团。
他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
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做调
查嘛！
”在这次接见中，他同日本外宾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
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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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提笔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修订再版的这本小书写后记时，心中不由得想起了周恩来青年
时代关于“愿相会于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时”的大志宏愿。
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也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周恩来用毕生的心血和努力为理想而奋
斗，在内政、外交等多方面建树非凡。
他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卓尔超群的人格魅力、凝聚人心的公关艺术，他的大
智、大勇、大仁、大义、大德、大爱，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纪念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不能不怀念这位伟人；而怀念这位伟人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体会和
学习他浑然天成、本色流露的公共关系艺术。
他征服世界的公共关系艺术，最核心的不是技巧，而是本色——对人的真诚相待，对他人价值的充分
肯定。
当下，尽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中国经济却仍然生机勃勃，一枝独秀，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可以说，他的大志宏愿已经初步实现。
今天，无论是修订还是阅读这本小书，实际上就是在与他会面：回顾一下，好好做人，迈步向前！
本书经朱崇山前辈推荐，在郏宗培先生的支持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
此次修订，对文中一些内容进行了一定篇幅的充实，对一些表述做了较大的改动，并编成了新的开本
。
在修订的过程中，郏宗培先生给予了很多关注，曹元勇先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要深深地表示感
谢！
当然，我还要深深感谢这本书的所有读者朋友：你的阅读既是对本书的厚爱，更是与周恩来这位伟人
的一种特殊会面。
我想，我们因此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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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他以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高超的外交智慧，为新中国谱写了一
部光辉伟大的红色外交史。
日内瓦，他伸出热情的手，带去“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带去浓香四溢的国酒茅台，也带去了中
国人民良好的期盼；万隆，他独有的爽朗、真诚的微笑，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一颗光芒四
射的外交新星⋯⋯本书以现代传播学的全新视角阐释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以全新理念解读伟大人
物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
全书资料翔实，阐述精准，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周恩来外交研究的深度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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