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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我们的文化自
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关
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
在新时代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
本人率先垂范，在他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和文章当中，无论是
谈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还是
在国际场合阐明中国的原则、
观点、立场，抑或是在基层和干
部群众倾心地交谈，习近平总
书记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经史
典籍当中的华章佳句，不仅对
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有精准的阐释，而且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涵，闪烁着新时代的思
想光芒。这些华章佳句，又和
习近平总书记朴素的大众化的
语言鲜活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实
现了让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

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百家讲坛》 播出的系列节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
书记用典》，共分 12 期，每期

节目确立一个主题，邀请一位
思想解读人，一位经典释义
人，和大家一起重温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论述当中的用
典。本版在此特别约请 《平

“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
用典》节目的经典释义人王立
群撰写文章，阐释学习典故的
丰富意义。 ——编 者

一

典故，在古代又称事类。南朝文
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一篇文字
专讲事类。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
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
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
古语来论证今义。刘勰的界定与分
类，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并
接受。典故是指在话语活动中所引用
的一切业已发生或出现过，有其文献
依据，并具有可追溯的原初情景的叙
述内容或语言形式。典故可以表现为
一个词语或成语、短语，也可以表现
为一句话、一句诗甚至一段叙述。简
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语典两类。

《文心雕龙》 专列 《事类》 一
篇，对典故的内涵、起源及使用进行
阐释，这说明最迟到南朝时期，用典
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普遍风气，亟需对
其进行理论总结和使用规范了。南朝
以后，用典之风逐渐渗透到经史子集
各个层面，成为中国文化最明显的表
征之一，也是中国话语言简义丰、意
味深长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国古代
的文人读书伊始，就特别注重典故内
容的学习及用典技巧的训练，这是一
种基本的文字功夫。

用典的前提是必须有典故存在。
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典故的特点之一
是可以追溯，能够追寻到其原始的文
献出处。一言以蔽之：典故来源于古
代文献。典故必定需要文化积累到足
够水平之后才能应运而生，典故发达
的前提是有足够数量的文献。中华民
族有悠久的历史，从史前神话传说，到
夏商周三代的文字的发明使用，“惟殷
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孔子
删述六经，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
争鸣，形成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为此后
中国文化的发达奠定了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从六艺到十三
经，从前四史到二十四史，加上历代思
想家治国安邦的深思熟虑，众多总集、
别集的编纂，这些数不胜数、汗牛充栋
的古代文献，既是孕育典故的肥沃土
壤，也是用典的型范。历史愈前进，文
化愈厚重，典故愈丰富。旧的典故被
反复陈述，意义不断被凸显，话语空间
不断被重构，不断被赋予新的派生意
义；同时，新的典故也在不断生成。因
此，典故的发达，一方面是历史悠久的
表征，另一方面是文化繁荣的体现。

二

由此可知，一个典故的意义，至
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
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
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
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会大相径
庭；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
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
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
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是不可或缺
的。一句话，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具
体的空间语境：生成的语境，历史中
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时说到：“全党同
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
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进行到底。”习近平善于用
典，这次讲话就用了大量的典故，仅
就此句而言，就出现了猛药去疴、重
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四个典
故。下面以“刮骨疗毒”为例，分析
一下典故的三重意义。

第一，生成意义。刮骨疗毒这个
典故的出现与三国名将关羽有关。《三
国志·蜀志·关羽传》记载：“羽尝为流

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
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
于骨，当破臂作创，割骨去毒，然后此
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
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
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这段文
献中没有出现“刮骨疗毒”四字，但有

“割骨去毒”之语及相关的故事，故可
视为能够追溯到的最早出处。一般而
言，典故的生成，尤其是事典的生
成，必须有个凝练的过程，即把一段
历史、一个故事浓缩为简洁且有表现
力的寥寥数语，以便后人转述、重
复、使用。将刮骨疗毒置于关羽疗伤
的具体语境中，其生成意义即其字面
意义，即刮除渗透毒液的骨头，以此
达到疗伤的目的。不过，在此字面意
义的语境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关羽
的英勇与意志坚强的品性，这些字面
意义附带的话语背景，为典故的传播
及重新赋值提供了可能。

第二，传播意义。一个典故的真
正形成，有赖于在出现后的历史中被
不断运用，在新的话语空间中，浓缩
的相对固定的表述被不断凸显，由此
赋予典故新的生命力。典故传承的方
式至少有两种，一是意义复述，二是
意义派生。所谓意义复述，既包括对
原文的引述，也包括对原文的渲染与
改编。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经《初
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记
纂渊海》《诸史提要》《锦绣万花谷》
等大量文献的全引、节引，为此故事
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虽然一些类
书中仅仅截取刮骨的几句，省略了前
后的细节背景，但也由此愈加凸显了
故事的关键词，即典故的文字表述。
纯粹的引用之外，尚有文学性的改
造。正史中关羽刮骨疗毒的事件，经
历代说话 （如《水浒传》第100回中
就有燕青听 《三国志平话》，正说到
关羽刮骨疗毒的情节），尤其是到明
代的时候，经由罗贯中 《三国演义》
的渲染、普及更是深入人心。《三国
演义》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
毒，吕子明白衣渡江》前半部分就着
力渲染此事，大意是说：关羽在战斗
中右臂被射中一箭。不想箭头有毒，
毒已入骨，又青又肿，动弹不得，长
久不愈。名医华佗听闻后，亲自前
往，割开皮肉治疗。“佗用刀刮骨，
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
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
苦之色”。华佗刮尽骨上的毒，敷上
药，缝上线，手术告成，关羽大笑而
起，说：“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
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亦感慨
道：“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
真天神也！”《三国志》中并未交代为
关羽刮骨的医生姓氏名谁，《三国演
义》将其定位为华佗。华佗确为一代
名医，不过他不可能为关羽刮骨，因
为关羽中箭的时候，华佗早已离世。

《三国演义》 让关羽与华佗走到一
起，是文学手法，是为了互相衬托，
一为名医，一为名将，既突出了关羽
的英雄气概，又彰显了华佗的高超医
术。此类细节与故事改造，对刮骨疗
毒的初始意义并没多大改变，但文学
性的演绎，无疑强化了事件的惊心动
魄性，其功能在于让此事传播范围更
加广泛，无意中也引导了意义派生的
趋向。所谓派生意义，是指典故在原
初意义的基础上，引申、衍化的新
意。刮骨疗毒的典故，在文学作品中
常被缩减为“刮骨”二字。南朝庾信的
名篇《哀江南赋》中曾用此典：“胄落鱼
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
此处用“刮骨”典故，是说南朝萧梁大
将柳仲礼与侯景战于青塘，身中数刀
之事，且此役之后，士气大衰，并未
含有勇武之意。唐代王维的 《燕支
行》 中云“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
曾妨刮骨”，则是借用关羽刮骨的典
故，将饮酒与刮骨强烈对比，已隐含勇
武刚毅之意。明代李东阳《痛语·东南

屏》中“刮骨彼何雄，湔肠或非懵”，则
将“刮骨”与“何雄”直接联系，由此明
确赋予了英勇雄壮的内涵，后来此典
的运用大都遵循这个意义。

第三，当下意义。典故尽管是在
历史中生成的，但因为具备能够时刻
存在于当前的特质而具备了现实意
义。这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中意义重
新赋值的过程。有了话语空间的重
构，有了新的意义赋值，典故才展现
出时代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1月在使用“刮骨疗毒”这个典故
时的讲话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经
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开始进入“深水区”。深水
区改革会触及许多艰难的问题，然关
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容不得
其他选择。深水区改革重要的一项是
必须疗治体制上积累的各种顽疾，打
铁先需自身硬，必须剔除各种痼瘤。
反腐惩贪，就是清除毒瘤的大手笔。
这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
慧、更强的韧性。清除体制上的脓

疮、剜除体制上的毒瘤、剔除体制中
的害群之马，需要壮士断腕、刮骨疗
毒的勇气与决心。正是因为这种敢于
向自身体制动刀的勇气与决心，中国
目前的反腐才取得了重大突破。

由上面对“刮骨疗毒”典故三层意
义的详细分解可知，一个典故的生成，
首先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故
事类的典故尤其如此，关羽疗伤的大
段文字最终浓缩为“刮骨疗毒”4 个
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较而言，语言
类的典故浓缩幅度没有故事类那么
大，但也必须有此过程，如修齐治平，
就是对《礼记·大学》中开篇一大段文
字的凝练，见贤思齐背后还隐含着“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其次，一个典故
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意义逐渐明
确、固定的过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
义往往具有多种思想倾向，在生成之
后的话语实践中借助新的具体语境被
反复陈述，倾向渐趋固定，意义逐渐明
朗，由此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使用。
关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伤，可以

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无畏，而在
文人的反复引用中，最终固定在了意
志坚强、勇敢无畏的意义层面上。

因此，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不
但要理解运用典故时的具体语境，还
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
义变化的情况。如果说典故的生成是
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那么对典
故的理解与阐释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的
分析过程。在这方面，中央广播电视
总 台 《百 家 讲 坛》 特 别 节 目 《平

“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树
立了一个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根本、最持久的
推动力。在他的一系列讲话、文章
中，经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的
故事、古语，并与朴素、大众化的语言
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话语风格。
如何深入、深刻、到位地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系列节目通过邀
请思想解读人、经典释义人的方式，
与观众一起学习、领悟经典。经典释
义人通过追溯典故的生成意义、传播
意义，并以历史中践行典故精神的具
体人物为例，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细
致阐释。思想解读人则集中阐释典故
的当下意义，结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
实及讲话的具体语境，从思想理论层
面对讲话的精神进行分解与总结。什
么是深入学习、深刻理解？这就是深
入学习、深刻理解。

三

典故是故事、古语，是古代的东
西。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
倡“不用典”（《文学改良刍议》），
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今天我
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说明一点，新文化运动中胡
适倡导“不用典”，并非彻底排斥用
典，而是反对拙劣的用典，其言语之
激进，意在构建一个以口语为基础的
白话文系统。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
并没有彻底隔断旧文化，经过改造的
旧文化，反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
资源。再者，典故尽管生成于古代，
但并非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词
汇群体而存在，随着汉语的发展，也
有不少典故进入汉语一般词汇系统，
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被人们广泛
理解和接受。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
典故的存在，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系统，而且在文本写作、语言交际层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言简义丰。即用很少的词
汇，表达丰富的意义。这是由典故的
生成层面决定的。一般而言，无论事
典，抑或语典，其生成均需经过一个
凝练的过程：从本末翔实细节丰富的
故事、言说细密逻辑谨严的长篇大
论，或者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最终
浓缩为字数极少的关键词。语言表述
用词减少了，但其表达的意义并未缩
减，其承载的不仅有原初意义，还有
最新的话语空间及新意。习近平在
2018 年 春 年 团 拜 会 上 讲 话 时 曾 用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来论
述家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引用 《孟
子》 的话，不用长篇累牍，11 个字
就把天下、国、家的关系说得清晰明
白，并强调“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
能好，民族才能好”的道理。在中华
民族最重要节日春节的语境中，引用
此典，以简驭繁，以少胜多，既表达
了天下国家的关系，也包涵了对家庭
和谐幸福、国家兴旺发达的祝愿。

第二，增强表现力。艺术作品中
用典，作品更加生动形象；说理文章
中用典，既是论据，又增加了理论的
深度。2013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
和各界青年座谈时勉励青年加强道德
修养，用了一个典故：从善如登，从
恶如崩。这个典故出自 《国语》，是
先秦流行的谚语。善与恶，是修养的

两极；登与崩，一难一易，一慢一
快，用一“如”字将其勾连，不仅形
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有强烈的
视觉冲突，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第三，委婉含蓄。文艺作品，尤其
是诗歌中的用典，能使其表意丰厚，
韵味悠久，含蓄蕴藉。中国文化中自
古就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言说传
统。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不能直白讲
明的思想、意图、倾向，有时借助典故
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比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外交场合曾用“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国虽
大，好战必亡”“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
琚”等来阐述中国的外交立场。

典故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论事说
理的修辞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
技巧、对话策略，同时它还是历史的
一个个缩影，是复述和记忆一个民族
过往经历、所思所想的关键词。从一
定意义上讲，典故承载着传承历史、
延续文化记忆的功能。因此，学习典
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温历史，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层面而言，学
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第一，学习和使用典故，是对历
史的敬畏与致意。

典故来源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发
展、运用和意义相对固定，历史越悠
久，典故越发达。作为包含大量历
史、文化、人类经验与记忆内容的话
语，典故具备了历史叙述的功能。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
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
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
移朝着目标前进”（2014 年 5 月 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用典的本质就是用史。学习和使用典
故，就是重温富含教益的历史故实和
富含哲理的圣贤之言，就是学习一个
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经验，是对历
史的敬畏与温情致意。数典忘祖，“其
无后乎”（《左传·昭公十五年》）的警
告，在任何时期都有昭示意义。

第二，学习和使用典故，是对传
统文化的自觉传承与接受。

典故源于历史，又具备超历史
性。典故蕴含的经验、教训、哲理等
文化精髓不受过去约束，具备持久永
恒的超越历史意义，而且，在人类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些事件总会一再
重演。因此，追溯典故的来源，重温
典故的历史，挖掘典故的思想，借鉴
典故的经验，在新时期的语境中赋予
其新的思想生命，这就是用历史眼光
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接受。追溯源头，
分析现状，把握未来，这就是对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第三，学习和使用典故，是文化
自信的表现。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深层自信。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从
历史中来，从传统中来。一个用典故
说话的人，是在同千万个声音对话，
传递着历史的智慧，延续着深邃的思
想；一个用典故说话的人，是在用千
万个声音发声，带着充足的底气，有
着无穷的力量。“我很不希望把古代
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
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
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
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国民族的
文化基因”（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
在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看 望 师 生 时 的 讲
话）。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总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从古至今，典故承
担着多种功能。它是把握历史的关键
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纲领，是民族凝
聚的重要纽带，是现代社会开拓发展
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引经据典，
是在重温中国历史，讲述中国故事，继
承中国传统，总结中国经验，凝练中国
精神，是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

典 故 的 意 义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观后

□王立群（河南大学教授，《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经典释义人）

王立群在节目现场进行经典释义

节目主持人康辉在节目现场

经典诵读人方亮在诵读经典经典诵读人方亮在诵读经典

节目现场的大学生观众全体起立朗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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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读人艾四林在节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