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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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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
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
本指针，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在新时代的壮
丽征程上，要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必须充分发挥这一伟大思想的
科学指导作用。

一是在武装头脑中统一思想。马
克思主义认为，整体是兼具同一性和
差异性的各部分按照特定的层次和结
构组成的有机系统，是相对于个体而
言的；由于出身背景、成长环境、受
教育程度等的不同，众多个体必然在
需求上呈现出多样化、差异性，这种
差异性折射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会衍生
出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等。
为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团结统
一的局面，就必须从差异性这一现实
基础出发，采取合乎实践逻辑与认识
发展规律的手段与途径，强化思想引
导，增进整体认同，统一思想认识。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随着社会结构、
经济体制、思想观念、利益格局的深
刻变革，经济成分多样化、组织形式
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
和分配方式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在
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
多变中求统一，进而达成广泛的思想
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更加迫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指引党和国家统揽“四个伟
大”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
真理力量和独特的思想魅力，得到
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度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成为凝
聚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奋勇前进的
精神之魂。在新征程上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这一伟大思想，画好最大同心
圆，找到最大公约数，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
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最广泛、最强大、最持续
的力量支持。

二是在保持忧患中坚定信心。人
具有主观能动性，包括知识、情感、
意志三个方面，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
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

是务实的理性主义者，始终保持忧患
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凡事往好
处想，从坏处准备。强调机遇潜藏着
风险，忧患孕育着生机，二者在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下可以相
互转化。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理
想主义者，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坚信只要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
观能动性有机结合，就一定能够不断
取得实践的成功。

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还有许多

“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从国
际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从国内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推进高质量
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任务繁重，生态环保任重道远，
民生保障还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
弱项等。这些短板弱项，都是我们前
进路上必须越过的难关险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精神特质，既坚持务实的理性
主义，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始终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自信，是我们成功闯关夺隘
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指引。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极大提振了人民群众对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自豪
感。因此，必须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全
面、辩证、长远地看待当前的困难、风
险、挑战，坚持把学好用好这一伟大思
想作为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激发斗志
的根本遵循，积极引导全党全社会增强
信心，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坚定不移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三是在认识世界中指导实践。马
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更致
力于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
的前提，改造世界是认识世界的动力
与目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
有效地改造世界。只有有效地改造世
界，才能体现认识世界的价值。知与

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知行合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
设与改革胜利的宝贵经验。

当前，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实现
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苦的努
力。一方面，还需要在认识世界方面
继续付出努力。新的时代之问与实践
之问在不断提出，需要及时作出科学
认识、正确判断与准确把握。另一方
面，更需要在改造世界方面持续发
力，特别是要注重克服那些阻碍实践
活动的不良行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
看、怎么办；既部署“过河”的任
务，又指导解决“建桥或造船”的问
题，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百科
全书”。为此，必须深刻领会蕴含在这
一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大力弘扬蕴含在这一思想中求
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不断
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
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能力，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不良风气，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
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在知
行合一中建功新时代。

四是在批判错误中追求真理。真
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
反映，谬误则相反。真理和谬误是对
立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
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的表现
形式是主观的。为了坚持真理、发展
真理，就必须同谬误作斗争，由此开
辟广阔的道路。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
势尤为严峻复杂：从国际上看，思想
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一些西方思
潮企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从国内
看，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从学理上
揭示出错误思潮的实质与危害，就很
可能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带来危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
鲜明、正本清源，廓清了一系列大是
大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
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为抵制错
误思想的侵袭提供了坚强学理支撑。
新时代，必须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认

识与观察世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追求真理的道
路上坚定前行；坚持用这一伟大思想
提升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所
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论调始
终保持警惕，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
言论，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错误观点。

五是在立足现实中引领未来。现
实是未来的基础，未来是理想的现
实。从立足现实来看，通达社会现实
的道路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线，
只有立足于现实实践，才能不断揭
示、切中社会现实，进而把握社会现
实的本质性内容。引领未来，就是要
通过努力奋斗、不懈奋斗，一步一个
脚印实现阶段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
的变化。国际形势动荡复杂，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更加凸显，对正确把握未
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着更
高阶段迈进，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也
会越来越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既强调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国情谋划各项工作，又坚
定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动摇，
并在实际工作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
来。它把对未来发展的全新谋划展望
与立足于新时代的客观实际有机统一
起来，科学规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实现路径和战略安排，科学回答了
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为中
国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奋进新
征程，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思想的

“主心骨”“定盘星”作用，坚持站在
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观大势、谋大
事，坚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
眼光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的能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
事情，不断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崭
新境界。

［作者郝永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 研究室主任、教授，代
江波系研究三处副处长］

充分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
郝永平 代江波

现场聆听和会后反复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感受
到，这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光辉的
文献，必将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篇章，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
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讲话
简明扼要地阐释了我们在哪里、我们
是如何走到这里的、我们未来还将走
向哪里、我们将如何走向未来的贯穿
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大问题。

我们在哪里？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里的？它包含
着两层意义，一是我们走过了哪些
路，二是我们凭什么走到了这里。我
们所走过的路，最终凝聚成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这些伟大成就用一句话来概括就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在一
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道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
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

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
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我们凭什么能够走到这里，凭的
是伟大的建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
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奋
斗。“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们要继
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
远把伟大的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
光大！”

我们还将走向哪里？我们将如何
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开始了新的征程，正向着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为保证我们能
够 顺 利 、 如 期 实 现 未 来 的 目 标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新的征程上，
要做到“九个必须”。“九个必须”贯
穿一个鲜明的思想，即“以史为鉴，
开拓未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又一重要体现。未来之路，路在前
方，方向却由历史决定。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
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
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
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
美好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
征程上，全体党员要继承传统，继续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带 头 作 用 。 为 此 ，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体党员发出号召：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
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作为出版和文化工作者，我们必
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闻令而动，依
令而行，听从时代的召唤，呼应时
代的课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征程上，担负
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作出属于我们
的贡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
是文化强国，换句话说，文化强国
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
必由之路，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
就是实现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文
化强国建设，出版人责无旁贷，应
该首当其冲，因为出版物不仅是文
化产品，更构成文化的根基，出版
物还是其他文化产品的初始化产品
形态，也就是说，出版业应该成为
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行军。

文化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没有人的现代化，其他的一切现代化
都是不可能的。人的现代化是由人所
具有的现代思想观念、现代道德观
念、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生产技能所
构成的。文化强国强的就是人，就是
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文化强国建
设，人民既是文化成果的享受者，更
是文化的建设者，人民就是江山，江
山就是人民，同样适用于文化的现代
化进程。

在新的数字互联网时代，打造以
内容为基础与核心，以内容加科技双

轮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文化企业，
满足人民群众新型消费需求，打造新
型出版文化业态，是摆在我们面前重
中之重的任务。占领新的互联网舆论
与文化传播主阵地，以昂扬向上、与
时俱进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和
新技能为主的新内容占领互联网文化
传播主阵地，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
设计和打造新内容，应该成为我们不
懈努力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要
紧紧抓住出版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
性，紧紧抓住出版的内容特征和科技
特征，以文化与产业结合的方式，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文
化基础。唯此，才能做到习近平总书
记所要求的，不负时代重托，不负人
民重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新
的荣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呼应时代课题 建设文化强国
于殿利

《放翁家训》 原名为 《绪训》，
正文共有26则，是宋代爱国诗人陆
游写给子孙的家诫家训。该家训由
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大概是
在陆游44岁时创作，后一部分大概
是陆游 80 岁时所写。《放翁家训》
在宋代家书家训当中有一定的历史
地位，因为此书是陆游根据个人的
真实经历及一生感悟撰写而成，在
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上具有独特的道
德引领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即
告诫子孙后人一定传承清白廉洁的
家风，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心
耕读成为正人君子。

陆游的一生恰逢北宋灭亡之际，
他在年幼时就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思想
的熏陶。他一生创作的诗歌非常多，
内容颇为丰富，今存 9000多首，并
著有《南唐书》《渭南文集》《剑南诗
稿》《老学庵笔记》等著作。陆游的
诗词语言平易顺畅、章法整饬谨
严，同时包含李白的雄放与杜甫的
郁悲，特别是他充满爱国思想的作
品感人至深。

那么，《放翁家训》的具体内容
是什么？我们可以节选这部家训中的
部分内容，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吾生平未尝害人。人之害吾者，
或出忌嫉，或偶不相知，或以为利，
其情多可谅，不必以为怨，谨避之，
可也。若中吾过者，尤当置之。汝辈
但能寡过，勿与贵达亲厚，则人之害
己者自少。吾虽悔己不可追，以吾为
戒，可也。

风俗方日坏，可忧者非一事，吾
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死，亦决不复
出仕，惟顾念子孙，不能无老妪态。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
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
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
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汝辈今日
闻吾此言，必当不以为是，他日乃思
之耳。暇日时与兄弟一观以自警，不
必为他人言也。

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
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
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子，训以宽厚恭
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自此十许
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虑之事，
盖非一端。吾此言，后生之药石也，
各须谨之，毋贻后悔。

《放翁家训》内容接近遗训，就
像是老人在向后辈有条不紊地交代
后事，其中关于丧葬的有11则，包
括怎么购置棺材、书写墓志铭、丧
礼仪式、墓木、守墓僧等等。除此
之外，其他内容共计15则，主要内
容为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教
育后代等。《放翁家训》回顾了陆氏
祖先唐代六人为辅相，到了宋代又
有公卿的家世，从而讲到教育子
女、齐家治家的重要。陆游提出

“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
靡”，告诫子孙后代在修养、为人、
处世、生活、经济、求学等方面应有
所注意。并且以“挠节以求贵，市道
以营利”为耻，不要与贵达之人亲
近，不要追求高官厚禄，不要以官势
高位欺人；不要因为衣食而做市井小
人之事，最好是以从事农耕为上策；
还要注意戒奢侈、戒贪、戒轻薄、戒
诉讼、不要杀生等，其中有很多经典
警句名言。

陆游的《放翁家训》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启示呢？

一、要丧事从简，不要厚葬。
陆游告诫子孙说：“厚葬于存殁

无益，古今达人，言之已详。”送葬
不做“香亭魂亭寓人寓马”；“墓木毋
过数十”，墓前不立“石人石虎”；墓
铭“自记平生大略”，以慰子孙之
心，决不“溢美以诬后世”。意思是
说，丧事大办对于生人和死者都不
好。这件事历史上明理通达的人都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棺材好不好
都要埋在土里，丧事一定要从简，
不要被别人的话影响。陆游的这些
观点和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勤俭节
约、破除陋俗的良好风尚，推行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俭办”
的观念是一致的。

二、要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陆游告诫子孙后辈不要贪婪，对

待物质利益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他
说：“世之贪夫，欲壑无厌，固不足
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那
些贪得无厌的人，欲壑难填、永远不
知道满足，本来就不值得去费口舌责
备。陆游想说明的是要保持内心恬
淡，不图名利，加强修养，这样就不
会变得贪婪。

三、要待人谦和，不分厚薄。
陆游还教导子孙后辈：“人士有

吾辈行同者，虽位有贵贱，交有厚
薄，汝辈见之，当极恭逊。”他说
道，在我的同辈同道之人中，虽然有
地位的高低贵贱，交往有厚薄亲疏。
但是，你们这些后辈见到了他们，也
都要极其恭敬谦逊尊重。就算是你们
做了高官，也要做到请求位居其下。
假如不能位居其下，就要去别的地方
做官。

四、要耕读为本，不求官位。
陆游认为：“吾家本农也，复能

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
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
不慕荣达，策之下也。”陆游让后辈

要坚持耕读，不追求荣华富贵。这是
因为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
统，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中国农
学、中国科学等，帮助知识分子更亲
近和接近老百姓，从而养成实事求是
的务实作风。

耕读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
国时期。孔子认为学稼学圃是小人之
事，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
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论语》 中提到的依杖荷蓧的“丈
人”，曾挖苦孔夫子“四体不勤，五
谷不分”。孟子也提倡将劳心与劳力
分开，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
于人”。农家学派的许行提出“贤者
与民并耕而食”。在此之后，逐渐发
展为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倡导“书
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瞧不起农业劳动和劳动人民；
另外一种是宣传“耕读传家”，弘扬
耕读文化，认为耕读光荣，大胆冲击
儒家传统。在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
家训书，很多都有耕读文化的影响，
劝导人们要结合耕与读。例如，在
《颜氏家训》 中就有“要当穑而食，
桑麻而衣”。

五、要乐于读书，注重修养。
陆游说：“后生才锐者，最易

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
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
子，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
处。”这句话的意思是，晚辈中，那
些才思敏锐的孩子，最容易受到影响
而学坏。假如有这种情况，父辈兄长
们应当引以为忧虑，不能认为是欣喜
的事。切记必须经常对孩子加以约束
和管教，让他们熟练诵读儒家经典，
训导孩子要宽容、厚道、恭敬、谨
慎，不要让他们与游手好闲、轻浮浅
薄之人交往。

这是告诉我们，教育孩子要从学
习、品性、交友这三方面来熏陶“才
锐者”，如此培育10多年，才能使他

“志趣自成”。所以，孩子的道德品行
要从小教育，不能只是让孩子们学习
课本知识，而要先学做人、后学成
才，学会宽容、厚道、恭敬、谨慎。
但是，子女的教育与周围环境是密不
可分的，所谓“损者三友”——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益者
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
矣，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从这部家训中，能够觉察到陆游
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他教育孩子
不是追求“成功”“好工作”“车子房
子票子”，而是追求“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陆游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诗人，他
一生爱国护国，真正做到了爱民济
民。他告诫后代，不可追求高官厚禄
而要救济百姓。在陆游的言传身教
下，陆游的两个儿子都成为著名的清
官；他的孙子陆元廷，坚持抗敌、奔
走呼号，积劳成疾而死；他的曾孙陆
传义，与敌人势抗争，在崖山兵败、
绝食而亡；他的玄孙陆天骐，在战斗
中宁死不屈，投海自尽。

因此，陆游的《放翁家训》具有
较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流传千
古，发人深思。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
会会长、《平“语”近人——习近平
总书记用典》主要思想解读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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