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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校园内，有一
组当代艺术家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塑造
的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作
品中的两个人物，黄炎培身着民国褂
衫，毛泽东穿着延安棉袄，神态轻松边
走边谈。吴为山在谈及创作时曾说，

“黄炎培带着很大的期待，所以他的眼
神、表情比较严肃，凝视中带着一种迫
切的希望——希望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历
史性回答；而毛泽东呢，他很自信，很
从容，可以感到他解答了黄炎培的问
题。他们走在通向民主的路上，走在中
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肝胆相
照的路上……”

历史的镜头拉回到 1945 年 7月，
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陕北，黄炎培等6
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安
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等多次会谈，形
成了《延安会谈记录》。他体验到了一
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坦诚地
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
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
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
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

神，没有一事不用
心，没有一人不卖
力，力求从万死中求
得一生，因而无不显
得生气勃勃、气象一
新。及至环境渐渐好
转了，精神也就渐渐
放下了。有的因为历
时长久，自然地惰性
发作，由少数演变为
多数，到风气养成，
虽有大力也无法扭

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
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
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共产党会
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
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
配。

毛泽东真诚地回答说：正所谓“君
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
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
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
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简称“窑洞对”，很多人
将其媲美“隆中对”，被后人引为政权
建设的经典之谈。黄炎培的问话分三个
层次：一是提出“历史周期率”。“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 《左传》：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
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汤检讨
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桀和纣怪罪
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中国过往
的几千年就是一部王朝轮替政权更迭的
历史，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左传》中
的这两句也在试图寻找规律、寻求答
案。二是阐述了现象，从“聚精会神”

到“惰性发作”，从“生气勃勃”到“无
法补救”，中国的封建王朝无不是从初建
时的踌躇满志发展到鼎盛时的欣欣向荣，
再到衰落时的危机四伏，乃至崩溃时的乱
象丛生，每两三百年就来一次大动荡，没
有一个朝代能够跳出这个诡异的周期率。
三是分析了原因，认为主要是“政怠”

“政息”，失去奋斗力、失去创造力、失去
掌控力，最后或民变四起、或群雄逐鹿、
或内部腐朽、或外族入侵，从而走向一个
新的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黄炎培之问给予了特别自信
的回答，也提到了三个“关键词”：民主、人
民、监督。一是民主。君主政治“惟以一人治
天下”，民主政治“不为天下奉一人”。中国
的历史周期率，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人
治”。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是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把民主制度作
为一个国家有序发展和保持稳定的根本制
度已成当今共识。在当时，毛泽东的民主新
路，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重要的同盟资源，
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二是人民。君
主政治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为治理主体，民众
是治理客体，客体是统治的基础。毛泽东提
出“让人民当家作主”，却是让人民从治理
客体彻底转变为治理主体。黄炎培后来在
重庆出版《延安归来》，有人劝他不要为共
产党做宣传，以免遭受危险。他说：“共产党
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
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三是监督。亚里
士多德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
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君主政治之下，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并导致整个
官僚系统的整体溃烂，以及社会的不公和
失衡。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对权力制约的有
效途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要进

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多次强调共
产党人要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奋斗不息。中
国共产党践行了毛泽东当年的承诺——不
但让人民监督政府，还要创造条件让人民
监督政府，并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体系来保
证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中国之治在当今世
界散发着耀眼光芒。

星移斗转，人世沧桑。中国共产党100
年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一直都在思考和
回答“窑洞之问”。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
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
周期率的对话，意味深长：一方面是给全党
一种鞭策和警示，另一方面是向全党强调
责任和担当。2018年在《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的讲话中，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
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
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在十九届中
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
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经验，为中国共
产党在新时代管党治党提供了遵循，也为
破解历史周期率提供了“开锁之钥”。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仍要清醒认识到，“人民”“民主”

“监督”仍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关键词。我们要进一步坚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朝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生动诠释中国
共产党的根本追求和价值旨归！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副
主任、二级巡视员）

说说“窑洞对”
池轶

学术家园：中华文明涵养着中国人
文化自信的源泉，从哪些方面来深入理
解中华文明？

张立文：中国人是有骨气和底气的，
这种骨气和底气来自五千年赓续不断的
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创造，为人类文化贡献了老子、孔子、
孙武、孟子、朱子、阳明子等一大批哲学思
想名家；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不断创新的
文化，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周易》《道德经》
《论语》《四书》《传习录》等具有卓越智慧
的开创之作。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逐步传到
东亚、南亚以及欧洲，在东亚形成了汉字
文化圈。这些成果就如王阳明所说，从千
劫万难中得来，从艰苦奋斗中取得，从百
折不挠中获得，表现出中国人的坚强骨气
和底气，它将化为现实的、振兴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
力和亲和力。其生命的动力来自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比如，关于和实生物、道法
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和
而不同、中和太和的相处观，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
互助发展观，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德才
兼备的人才观，温故知新、革故鼎新、与

时俱进的创新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守诚信、崇正义的道德观，经世致用、知
行合一的实践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
国际观。体认这些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能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文化
自信、民族自信。从这里也可以使世界更
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明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特质，及其四海
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您
对双创有怎样的思考？

张立文：中华文明文化之所以五千
年赓续不断、生生不息，就在于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是富有“日新
之谓盛德”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大变革、
大转型、大发展的智能信息时代，尊新必
成、守旧必亡，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于社会实
践，中国先贤先哲的创新文化、立言著作
都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和现实的结
合，是在社会实践中提炼的。他们不是

“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保守，而是解放思
想，为道屡迁、唯变所适。当前，我们要讲

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脱贫攻坚的
实践经验。文化创新不是预定的可能性，而
是人类生命需要的价值性和意义性，创新
需要任鸟飞的天空，需要对话、交流、包容
的氛围，在社会实践中激活灵感，激发出言
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的思想观念、理
论思维。这样，才能像牛顿说的那样，站在
先哲巨人的肩膀上起步。

文化创新需要超越照着讲、接着讲，进
而自己讲、讲自己，要有文化创新的勇气和
自信，以及与各民族优秀文化互学互鉴的
气度。《吕氏春秋》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
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
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离不开追究到底的
反思精神，反思是把思想反过来推究，是反
求诸身、亲自体验、虚心涵泳、自我审查，这
就是去旧创新的思维、文化创新的本真。

学术家园：您曾提出讲中国自己的哲
学话语，构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和话语，从
照着讲、接着讲到讲自己，这对于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发展有什么意义？

张立文：我曾在北大学报发表一篇文
章，是对百年中国哲学的回顾。以往之所以
只能照着讲，是因为哲学的定义、标准是西
方规定的，他们并不了解东方哲学，更不了
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定义、标准，只能

按照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如起源、性质、
特色和中国的时代精神来制定。中华文明
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应激活其蕴
藏在精神血脉中的生命力。讲中国自己的
哲学话语，要立足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
讲好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概念、范畴的体
贴，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每个时代所
发生的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

从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具有继
承性，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
你了解中国的过去，认识中国的现在，你就
能知道中国的未来。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提
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转化和新生，也是中
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即使发展了、强
大了，也不会称霸，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
所以，在新时代，我们应以充分的文化自
信，自己讲、讲自己，讲中国道路、中国故
事、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这样才能使世界
真正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识中国。

学术家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

张立文：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人
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
并相应产生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
危机。面对这些，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探索
化解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提供了
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当今五大冲突和五大危
机的情境下，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
特殊情况下，要提倡和合创新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各
个国家和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而不是
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为世界
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援助，就是鲜明体现。
通过多边多元多样的交流交通，交融互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和合天下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立足中国、借
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
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我们要不断研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
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和合各个国家和民族
的多样文化，讲好中国哲学的风格神韵，为
中国文化建设登上新的高峰作出贡献。

讲好中国哲学的风格神韵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张立文访谈

本报记者 谢颖

得 知 袁 隆 平 先 生 去 世 的 消
息，举世皆悲，山河失色。这几
日，从长沙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
各国，“泪飞顿作倾盆雨”。上至
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人们
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位在农粮科技
进步、国家粮食安全、世界粮食
发展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
家 表 达 了 深 深 的 哀 悼 和 惜 别 之
情。作为一个对饥馑年代有深刻
记忆的 60 后，我们这一代人对袁
老的辞世尤为悲恸。于这哀悼中
我又有了一份追忆、一些思考。
这位老人除了世人皆知的科技贡
献外，他还给我们这些后人，给
他身后的世界留下了什么精神遗
产呢？

我想起了 20 多年前对袁老的
一次采访。

199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20 周
年。大约也是在 5 月左右，我所
在单位五洲传播中心要拍摄一部 8
集的外宣纪录片 《中国乡村的变
迁》，我作为制片人兼编导之一带
队赴长沙采访袁老。湖南省外宣
办的同行帮我联系到了湖南省农
科院的领导，对接我的是一位叫
辛业芸的女士，她应该刚担任袁
老的秘书，很热情，也很能干。
我差不多是飞抵长沙的当天下午
就到了湖南农科院袁老的家中。
一见袁老面，大吃一惊，我是听
说过也做过功课的，都说名重天
下的袁隆平院士长得像老农，但
我没想到如此之像！黑黑的、瘦
瘦的，剪着接近平头的发型，烟
瘾很大。因为我也抽烟，很快与
本 就 平 和 朴 实 的 袁 老 拉 近 了 距
离。袁老了解到我们的拍摄意图
后，做出了最大可能的配合。外
宣纪录片是需要“讲故事”和影
像表现的，事隔 23 年，关于这次
采访拍摄，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三
组永不褪色的镜头：一是袁老拉
着小提琴，袁老夫人弹着钢琴合
奏，夫妻二人志趣相投、“执子之
手”、“琴瑟友之”的温馨画面；
二是当时年近 70 的袁老骑着小摩
托车一溜烟跑到试验田察看水稻
长势的情景。袁老站在田埂上，
手捻着青色的稻穗，风吹稻浪，
天人合一！三是镜头前袁老回忆
他 的 出 身 —— 他 之 所 以 走 上 学
农、务农、研农、课农这条路并
终生奋斗时，那时而幽默、时而
严肃，却始终真诚深情的讲述，
这时他的眼中是有光的。我现在
想，如果人有“命魂”的话，袁
老的命魂一定是一粒水稻种子。

巧合的是，我爱人冯平 2005
年曾参与创建全国工商联农业产
业商会并担任过首任秘书长，她
也有幸随会长韩伟一起拜会过袁
老，邀请袁老担任商会顾问。袁
老去世的当天，我俩曾试图找到
当年与袁老的合影，遗憾的是，
因为几次搬家，这些照片已不知
搁置何处 （当时照片还是胶片底
片）。在我爱人的记忆中，袁老是
一个特别好打交道的人，特别朴
实。“他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担任顾问），说只要对农业发展
有帮助的事，他都会去做。”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袁老
作为一个爱国敬业、功勋卓著的
科 学 家 ， 不 仅 仅 是 做 到 了 “ 立
德、立言、立功”，还给我们这些
末学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袁老的遗产首先是“做一粒
好种子”的精神。袁老曾说过：

“ 人 就 像 种 子 ， 要 做 一 粒 好 种
子。”作为祖国广袤大地上一颗生
命力最为强劲的种子，袁老的一
生很好地践行了这种精神，不仅
研发、培育、推广了造福人类世
界的杂交水稻稻种，还将探索求
真、坚忍执着、不畏艰难，为了
理想目标永不放弃的信念之种播
撒 在 他 的 学 生 、 身 边 的 工 作 人
员、莘莘学子的心中。

袁老也是一面镜子，他淡泊
名 利 ， 却 心 念 苍 生 ； 他 超 然 物
外 ， 却 悲 悯 大 地 。 袁 老 的 两 个

梦，一是“禾下乘凉梦”，二是
“杂交水稻覆盖天下梦”。心存稻
粱梦，但却“不为稻粱谋”，而是

“为天下计”。从某种意义上说，
袁老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
下，可谓融道家风骨与儒家的情
怀于一体。作为“当代神农”“无
双国士”“侠之大者”，袁老的境
界堪称当代科研工作者的一面镜
子，照照镜子，我们可以时时发
现“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鲁迅语）。
袁老更是一盏灯。在送别和

追悼袁老的队列中，我们很欣喜
地 看 到 ， 无 数 的 青 少 年 参 与 其
中，有网友说，“看到送别袁爷爷
的年轻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
年轻人最好的样子”。我们习惯于
批 评 “Z 世 代 ”（“95 后 ”“00
后 ” 青 年） 的 “ 宅 ”“ 丧 ”“ 佛
系”“躺平”，却忘了给他们找到
可以引领青春世界、照亮未来人
生的灯。袁老恰恰就是这盏灯。
无疑，袁老是成功和幸福的。爱
国、爱家、敬业、奉献，却洒脱
自由，“越名教而任自然”，甘苦
自知，其乐融融。袁老之所以为
当今青年所热爱和尊崇，我想，
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并不是天才，
他的成功是可以学习和复制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袁老是一
座桥。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
同种族、不同地区国别的人们为
什么都为袁老的离世感到遗憾和
悲伤？这不仅是因为他名垂千古
的科技贡献，而是因为袁老以其
博大的胸襟和济世情怀在芸芸众
生中架起了一座远离饥饿，拥抱
幸福、爱和希望的桥梁。这座桥
梁的意义还在于自度度人，袁老
的两个梦又何尝不是佛家“地狱
不空，誓不成佛”的境界写照呢？

中 国 哲 学 家 冯 友 兰 先 生 说
过，人生有自然、功利、道德、
天地四种境界。我想，驾鹤西去
的袁隆平老爷子一定到了天地之
境 。 窗 外 就 是 葡 萄 ， 伸 手 就 能
摘 ； 牛 奶 不 用 挤 ， 自 己 流 进 杯
子。天堂里的袁老会看到他理想
中的“摩登时代”吗？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互
联网信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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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左） 与袁隆平合影

编者按：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
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
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
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9 日给《文史哲》编辑
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对广大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学术视
点”栏目邀请学术名家进行访谈，深入阐
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考。本
期访谈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

雕塑雕塑《《延安窑洞对延安窑洞对》》 吴为山吴为山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