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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目中，经典具有两层涵义，第
一层涵义是一时之经典。每个时代有每个
时代的原创经典，就像王国维所说的一代
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代的精神气魄都是
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因此每个时代的原创
经典都是历史积淀、时代发展和创作者个
性魅力的结晶。

经典的第二层涵义就是千古之经典。经
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因为它是某个时
代的原创精品，更因为它能超越时空的束
缚，甚至能够超越文化的畛域，成为全人类
共同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
经典也能在当下、在未来的时空中散发出灼
灼光华。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那样，

“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
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那些浸润着人文关
怀、家国情怀、时代命运的伟大作品，就是
超越时空限制的千古之经典。

这是我理解的经典的两层涵义：一时之
经典具备不可复制甚至不可超越的原创性；
千古之经典具备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正因
为具备这样的涵义，在我看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下的用典——也就是引用经典
或者化用经典——其实也拥有了更为丰富
的内涵。

一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涵盖面非常广。上
至先秦，下至近代，引用的经典囊括经史子
集，文学、历史、哲学等，包含了治国理
政、道德伦理、生态环境、民生民本、人才
培养乃至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等诸多方面。
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 的第 5 集 《愿得此身长报国》 中，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我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

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既引用了 《礼记·大学》 中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引用了北宋
张载 《横渠语录》 中的名言“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还引用了一代名臣、名儒范仲淹 《岳
阳楼记》 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这三段引文，体现了历代中国知
识分子对道的坚守和追求，其心灵深处充满
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崇高感，
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
得失而改变、而动摇，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在他们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个人的安
逸喜乐反倒被抛在了脑后，这也是中华民族
历经磨难依然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又从爱国主义情怀、任重
道远的使命感讲到知识分子如何在此基础上
培养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造
福人民的民生意识。他引用了明代爱国名将

戚继光的著名诗篇 《望阙台》 中的两句：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爱
国不是空洞的口号，如何从精神上指引、在
实践上落实，需要强大的勇气与持久的动
力。戚继光的经历就是生动的例子。嘉靖三
十四年，28 岁的戚继光奉命调防浙江，当
时这是倭寇活动尤其猖獗的地方。倭寇大量
勾结中国的失业流民等一起从事走私、抢劫
的勾当，造成了边境大规模的倭患。来到浙
江以后，戚继光深刻意识到建立一支强有力
的部队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排除万难，组
建了一支“戚家军”。在戚继光的指挥下，
戚家军横扫倭寇，让沿海人民重新过上了安
宁的生活，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功勋。嘉靖四
十 二 年 ， 公 元 1563 年 ， 戚 继 光 又 调 援 福
建，继续荡平沿海倭寇。

这首 《望阙台》 就是写于戚继光镇守福

建的时候。戚继光长年奔走边疆，孤悬海
岸，但他始终心向朝廷，正是这颗热烈如
火的报国忠心，才能让他克服无数困难，
取得抗倭的决定性胜利。“繁霜尽是心头
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中“繁霜”既是写
实 ， 写 秋 天 的 繁 霜 催 红 了 枫 叶 ； 又 是 比
喻，将繁霜比喻成心中奔流的热血，那千
峰万壑火红的枫叶，不正是他一片爱国丹
心的最好反映吗？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戚继
光的诗句，说明爱国的热血丹心，并不仅
仅体现为军人的戎马倥偬，也同样体现在
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上，因为爱国的本质
就是要扎根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智慧
与 能 力 ， 既 要 有 超 越 现 实 障 碍 的 浪 漫 梦
想 ， 更 要 有 追 逐 梦 想 永 不 放 弃 的 执 著 精
神。为了更充分地诠释这一观点，在 《平

“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
季） 延伸解读产品 《典故后面有故事》 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作团队还专门设计了一
篇 《平凡造就伟大》，通过“守岛夫妻”王
继才、王仕花的事迹讲述普通人的爱国故
事，感动了无数观众。而这个系列原创微视
频也成为网络爆款，在青年人中走红。

二

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非常接地气。这个
接地气既包括他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会
采用不同的经典，恰到好处地说明观点；也
包括他在引用经典时非常注意语言的亲切务
实，非常符合当代人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
式。例如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 第 8 集 《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 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就引
用了《齐民要术》“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
少而成功多”的记述，观点鲜明，语言晓
畅，一下子就落实了经典的现代性，让人很
容易，也很愿意接受。

《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身就兼有两
重身份，他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农学家：他
曾经担任北魏高阳郡的太守 （治今河北高阳
东），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人民生活的根本问
题农业上面，是一个极具民生意识和民本情
怀的地方官。贾思勰自己特别强调了写 《齐
民要术》 的初心，就是为了具体指导大家该
怎么动手操作。既然他主要是写给劳动者看
的，那写作风格就需要直白通俗、详细周
全。换句话说，这就是一本写给劳动人民看
的农业生产指南，实用性非常强。

但 《齐民要术》 的学术意义又不仅止于
农业生产指南，当代学者还提炼出了其中蕴
含的哲学智慧，这些智慧一直到今天仍然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例如，《齐民要术》反映
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顺之以时、用之以节，
意思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赐予是相当丰厚和慷
慨的，但同时大自然的许多资源供给并非取
之不竭用之不尽，而是有一定约束和限度
的。所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一定要顺
应自然发展的规律，同时有节制、有计划地
开发使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
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顺天

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基本含
义。这些连农民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却同
样饱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而这些名言的引
用大大提升了经典的认知度和传播度，让经
典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既凸显了典故中蕴含
的哲理与智慧，同时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
有机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
是对理论的证明与修正。例如前面 《齐民要
术》 的例子，不仅仅是古人的哲学智慧中包
含顺天时量地利的基本观点，其实古人一直
是在践行着这种观点，而且取得了不少成功
的经验。直到今天，古人的思想运用到我们
绿色生态的环保意识和实践活动上，仍然极
具现实意义。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
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一
直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理念之一。

三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体现“人民至上”的
核心理念。《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
的典故》（第二季） 第 9 集 《百花齐放春满
园》 讲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共享”理念。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
求。”他同时引用了 《论语》 记载的孔子的
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孟子》 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 《礼记·礼运》
描绘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
态。习近平总书记引用 《论语》 和 《孟子》
中的这两个典故，就是为了说明一个美好的
社会既然是由人民创造，当然“应该由人民
共享”。我们所理解的“共享”，既是指资
源的共享，也是指情感的推己及人，甚至可
以这么说，只有实现了制度上的根本保障、
具备了情感上的推己及人，才能实现资源利
益的共享。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语境中，共享
的基本表现就是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其实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延续的奔小康、求大
同的社会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信手拈来的经典说
明了古人的智慧无处不在，而经典既是我
们传承智慧的宝藏，也是我们当今智慧与
力量的源泉。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体现出中
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体现出我们
老 祖 宗 的 智 慧 在 经 历 了 漫 长 历 史 的 检 验
后，依然在现实社会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
力，尤其是当束之高阁的古代典籍被灵活化
用到我们关心的各个现实层面，我们就会觉
得，历史的经典不仅仅是深奥玄妙的阳春白
雪，更和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理
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既是理解总书记爱
国利民思想的重要通道，也是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智慧、树立文化自信和凝聚力
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平“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经典
释义人）

学习 经 典 活用 经 典
杨 雨

《觉醒年代》 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历
史深度与艺术深度的优秀电视剧。它第一
次全景呈现了对现代中国产生划时代影响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生动塑造了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以及鲁迅、
钱玄同、刘半农等一代新文化巨人的群体
风采，第一次在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
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逻辑和中
国共产党出现的必然性，第一次将五四新
文化摧枯拉朽、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表现
得历历在目、酣畅淋漓，第一次将五四青
年追求祖国新生、追求民主科学、追求自
由 解 放 的 初 心 表 现 得 青 春 激 荡 、 热 血 沸
腾。正因为如此，在五四运动刚刚百年之
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一次崇高的献礼。

《觉醒年代》 的艺术深度体现在它并不
是历史文献的影像还原，也不是对历史人
物的“概念化”重现，更不是历史事件的
编年堆砌，而是把每个主要人物都作为完
整的艺术形象来刻画，借助大量历史资料
的线索，利用创作者的想象，找到了每个
人物的性格之核，也找到了他们共处一个
特殊时代的文化共性，从而使得这些人物
的思想动机、行为方式、道路选择、情感

冲突都有了性格支撑，也有了时代烙印。
每个人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都统一在人
物性格的内在一致性中。陈独秀的雄才大
略、光明磊落、刚愎自用、专横霸道、视
死如归都是连为一体的，他与蔡元培、胡
适等同仁，特别是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
与朋友们的关系，把陈独秀天马行空的性
格体现得栩栩如生。人们会相信，艺术虚
构而塑造的“陈独秀”就是“真实”的陈
独秀。此外，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胡适温
和、务实、自由派的性格，李大钊平实、
亲民、醇厚的性格，作为长者的蔡元培沉
稳、睿智、从容的性格，甚至辜鸿铭这种
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自傲、自居、自
大的性格，都塑造得生动准确细腻，观众
甚至都能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解释这些人
物的政治道路和人生轨迹。在尊重历史的
前提下，这部剧艺术地“活化”了历史人
物 ， 从 而 证 明 了 历 史 剧 创 作 的 一 个 “ 原
理”：人活则历史活，历史活则电视剧活。

正因为人物被“激活”了，电视剧才
能 不 依 赖 外 在 的 戏 剧 性 、 情 节 性 和 动 作
性，而是巧妙地以新文化运动各位先驱与
旧 文 化 、 旧 势 力 、 旧 军 阀 的 对 立 作 为 冲
突，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北
大兔子”（三人各差 12 岁，均为农历卯年出
生） 以及李大钊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的
情感关联为主线，形成了“桃园三结义”
式的人物结构关系；以毛泽东、周恩来、
邓中夏等青年人在新文化影响下逐渐走上
马克思主义道路，以陈独秀与两个儿子之
间相敬相争、殊途同归作为两条副线，使
得电视剧的所有戏剧冲突，都成为人与人
的冲突，成为情感、思想、性格、道路的
冲突，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峥嵘岁月，与

这些人物一起痛苦、一起焦虑、一起选择。
观众因为人物的鲜活而置身于剧，置身于历
史，这是这部剧最杰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电视剧在注重历史质感、人物鲜活
的同时，还在叙事中注入了一种自然而然的
历史诗意。在故事与人物的推动中，它经常
用一种情绪化的音乐、形式感的画面、诗意
的空镜头、别具一格的小道具，放大、渲
染、强化电视剧中那些崇高的、细腻的、悲
悯的、信仰的、意味深长的细节、情绪和历
史感，在这种诗意的“间离”中，完成了史
诗品格的美学定位。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历史深度是这部
电视剧的重要价值。全剧以袁世凯复辟、

《新青年》 杂志创办、北京大学改革、张勋
复辟、文学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分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
作为核心事件，全面展示了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传
播等历史进程，呈现出那个历史时代绝望
与希望、衰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生死决
战的历史氛围和时代趋势。电视剧用两代
人的选择告诉我们，在那个中国即将被开
除 出 地 球 “ 球 籍 ” 的 时 代 ， 唯 有 壮 士 断
腕、革故鼎新才是中国的出路。虽然，历
史 从 来 都 不 是 按 照 人 的 主 观 意 愿 而 发 展
的，历史的河道有许多人们无法控制的暗
礁 、 逆 流 ， 但 是 我 们 不 能 用 所 谓 后 来 的

“正确性”去否定昨天先驱者的呕心沥血和
前赴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视剧
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正是这
种态度确立了电视剧的历史深度。

艺术深度、历史深度必然会为思想深
度奠定基础。当胡适还停留在“新文化”

“新人”的阶段，面临民族危亡的陈独秀在
李大钊影响下，已经从启蒙之路急不可待
地走上政治之路、政党之路，表现出对中
国道路的不同选择。电视剧对人物命运的
历史再现，深化了“中国道路”的思考。
从全盘西化到中国国情，从资本主义到共
产主义，从俄国道路到中国实践……电视
剧呈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
思想以及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索
之路。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政治与
文 化 、 救 亡 与 图 存 、 学 术 自 由 与 民 族 兴
亡、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自由解放
与民主富强……所有这些一百多年来缠绕
着中国人的问题，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
深入探讨。虽然并非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
最终解答，但它们对观众思想的冲击和激
荡，依然体现了电视剧穿透百年的思想深
度和强度。

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影响并
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毛泽东说过，五四
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趋势在 《觉醒
年代》 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觉醒年
代》 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特定
创作方式的时代影响，但它无疑是向拉开
现代中国大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崇
高致敬，是对新文化仪态万千的思想遗产
的慎重继承，剧中所谓中国“三千年之大
变局”，第一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用不同
的方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作为世纪
考卷，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思想深度、历
史深度和艺术深度所支撑起的这部电视剧
的特殊意义，值得珍惜。

《觉醒年代》：致敬新文化先驱
尹 鸿

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节目第 5
集竖版海报、节目第 2 集竖版海报、
节目第 2 集标题截图、河南大学王立
群教授在现场讲述、中南大学杨雨教
授在现场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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