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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从自己利益出发，对国际

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规则不利
自己就修改规则，修改还不合意就
废弃规则。其种种背信弃义、蛮横
无理的做法令世人侧目。再多冠冕
堂皇的理由，也掩饰不了美国为长
期维护其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
一己之私。

试看在当今世界的不少地区，
政治动荡、恐怖主义、难民潮等种
种困境和挑战，哪一样不应该记上
美国的“功劳”？

中国先贤有言：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信誉崩
塌，道义破产，还有什么资格对别
人说三道四？

——《谁得道多助，谁失道寡

助？》（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8
日3版）

【出处】
此句化用自春秋孔子《论语·为

政》 中的一句。原文为：“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释义】
意思是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

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
同理，做事业没有诚信就不能兴
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信誉就会衰
败。

在此文中，“人无信不立”指的
是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枉顾国际
规则，只追求己方利益的行为。这
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不一的
做法，也会使得美国失去其他国家
的信任。

读懂这些古典名句 看清中美贸易摩擦
近期，围绕中美贸易摩擦，舆论场的声音此起彼伏。应对贸易摩擦，在经济上，

中国有底气；在舆论上，中国有态度。特别是中国的主流媒体，积极表明立场、勇于
回击质疑，一篇篇评论如利剑直刺要害，揭穿美方的谬论，阐明中方的立场。

在这些评论中，作者们多次引用古典名言，来表达更加丰富的意蕴内涵。这些古
为今用的精彩论述，阐释了哪些道理？就此，本报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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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在全球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多的国家

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中
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
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恰恰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有益补
充和完善。中国还相继举办了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
团杭州峰会、首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
次会晤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重申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理念，欢迎世界
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受到
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中国的“朋友
圈”正在不断壮大。

——《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10日2版）

【出处】
此句出自宋代王洋《王亚之元夕招客

庭下红梅两株相对盛开》一诗。原句为：
“神情邃美肤粗恶，泾渭由来两清浊。要
求绘笔尽芳妍，更问尊前老文学。”

【释义】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泾河是

渭河的最大支流，泾河与渭河在古城
西安北郊交汇时，由于含沙量不同，
呈现出一清一浊，同流一河互不相融
的奇特景观，形成了一道非常明显的
界限。后人用泾河之水流入渭河时清
浊不混，比喻界限清楚或是非分明。

在此文中，“泾渭由来两清浊”用
来形容中国在推动世界发展、促进世
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等方面，从未
破坏国际规则，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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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 今 世 界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奉行单边主义、固执零和思维，
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不是吓大
的，从来不怕鬼、不信邪。不管世界
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地与国际
社会一道，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10日2版）

【出处】
此 句 出 自 元 代 王 冕 《墨 梅》 一

诗。原句为：“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
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
清气满乾坤。”

【释义】
高洁的梅花不需要别人夸它的颜

色好看，只希望自己的清香之气弥漫
在天地之间。

在此文中，“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
清气满乾坤”用来表明中国一直致力于
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不屑于与世界秩序的搅局者纠缠，
更不会与他们为伍。中国只会继续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欢迎世界各国搭乘
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大家共同为人类
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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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 国 难 道 不 了 解 自 由 贸 易 的 好

处，不明白当今世界没有中国参与就
没有真正经济全球化的道理吗？非
也。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愈
演愈烈，殃及全球，酿成国际金融危
机。美国政府束手无策，狼狈不堪。
七国集团里的“小伙伴们”也是自顾
不暇，彷徨无措。这个时候，美国一
改居高临下的做派，放下身段，主动
找到中国协商，提出召开 G20 峰会，
研讨对策。为什么是 G20 而不是 G7？
显然 G7已力不从心，而 G20中有中国
在内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G20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
的主要平台。事实证明，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
了卓越贡献。而美国也借助这个平
台，快速走上复苏之路。2010—2017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
——《不畏浮云遮望眼——经济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12日2版）

【出处】
此 句 出 自 宋 代 王 安 石 《登 飞 来

峰》 一诗。原句为：“飞来山上千寻
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
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释义】
高瞻远瞩的人，不怕被浮云遮蔽住

眼睛。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
挡，而美国政界却有人声称，“全球化带
给美国千千万万工人的只有贫穷和悲
伤”。贸易战中没有赢家，中国希望美
国能看清贸易战，同时也希望世界各国
能登高望远，拨云见日，继续倡导自由
贸易和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加强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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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入世以来，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

的全球贸易伙伴一同成长，相互成
就。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凄风苦
雨，中国都和国际社会守望相助，不
离不弃，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正是经济全球
化的要义所在。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
量是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和不断提高
的生产力，绝不会依附于某些国家或
特定人物，更不是谁的囊中私物，任
由其予取予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回
潮等表现就像一股逆流，根本阻挡不
了经济全球化前进的步伐。

两 岸 猿 声 啼 不 住 ， 轻 舟 必 过 万
重山。

——《不畏浮云遮望眼——经济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12日2版）

【出处】
此句化用了唐代李白 《早发白帝

城》 一诗的名句。原句为：“朝辞白帝
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释义】
原诗意思为，两岸猿猴的啼声不

断，回荡不绝；而轻快的小船已经驶
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

在此文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必过万重山”用来表示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美国如何作
梗、无论逆潮流的声音多吵闹，历史
的前进方向必定不会受到阻碍。中国
也必定会克服当前“万重山”一般的
障碍，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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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

演愈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国
际自由贸易体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
战，世界正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
口，每个负责任的国家都不应置身
事外。中英两国一贯倡导自由贸
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不久前表
示，英国“脱欧”不是拒绝多边主
义和国际合作，反对保护主义的最
佳方式就是更加开放。中英在反对
保护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上，不仅有共同的利
益和相同的主张，也拥有广阔的合
作空间。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白皮书展现了“中国智慧”，
提供了“中国方案”，更显示了中国
与霸凌行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我
坚信，美国所谓“极限施压”根本
吓不倒中国人民，只会进一步激发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改革创新的斗
志。只要国际社会团结协作，我们
就一定能抵制保护主义的肆虐，驱

散贸易战的阴云，捍卫基于规则的
国际贸易秩序，携手共创世界和平
与繁荣的美好未来。

——《发出捍卫自由贸易的中
国强音》（人民日报，2018年10月
11日3版）

【出处】
此句出自清代郑燮 《竹石》 一

诗。原句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立
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释义】
竹子任凭风雨的打击磨砺，依

然不改坚劲本色。
“ 竹 ”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被

看作是君子的象征，有着不屈不
挠 、 坚 忍 不 拔 的 品 质 。 在 此 文
中 ，“ 千 磨 万 击 还 坚 劲 ， 任 尔 东
西南北风”比喻中国如同竹子一
样坚强，尽管在中美贸易战中要
经受不少考验，但坚决的态度立
场 绝 不 会 变 。 任 凭 美 国 耍 手 段 ，
中国捍卫国际贸易秩序初衷不会
改变。

﹃﹃
顺
之
则
昌

顺
之
则
昌
，，

逆
之
则
亡

逆
之
则
亡
﹄﹄

【摘要】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
的必然结果。18世纪中叶，第一次
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生产方式从手工
业迈向机器大工业，国际分工和国
际贸易迅猛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
化进程。进入19世纪下半叶，第二
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新的跃
升，除了商品贸易，跨国公司开始
在世界范围组织生产和销售，各国
经济联系愈加紧密。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
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资本、技
术、人员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
范围加速流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达
到新的历史高度。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历程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
的预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
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
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
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

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的车轮滚
滚向前，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浩浩荡
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逆全球化违背时代潮
流》（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7日
7版）

【出处】
此句是对古典名句的化用。“顺

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出自汉
代 《史记·太史公自序》。原句为：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
死则亡。”

【释义】
原文指对于客观规律，顺应它

就可以存在和发展，违抗它则会
灭亡。

在此文中，“顺之则昌，逆之则
亡”表达的是要站在历史的发展角
度思考问题，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历
史的选择。为了一己私利，违背历
史潮流的选择则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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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产品往往是多方合作的结晶。例
如，一台手机的生产可能需要来自
美国的触控芯片、韩国的显示屏、
日本的图像传感器再加上中国组装
才能完成。这实际上是一个各方都
有其“生态位”的系统，每一方都
从整个“生态”中获益。这时假如
有一方觉得自己不可或缺，以此敲
诈另一方，那么最可能的结果不是
被敲诈方屈服，而是敲诈者出局：
各方都会因敲诈者而受损，整个系
统损失最小的方案是另找一个参与
方代替敲诈者。

当今世界，平等合作才能共同
发展，再也没有一家独尊的世界秩
序制定者；美国也已不再是世界最
大市场国，对各国来说只是做生意
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世界上的发
展道路绝非只有一条，倡导互利共

赢才会得道多助，强行要求别人按
自己的意志发展，必将失道寡助。

——《“重建中国”？美国迷之
自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
10月15日1版）

【出处】
此句出自战国孟子《孟子·公孙

丑下》。原文为：“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释义】
意思是站在正义一方，会得到

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则
会失去别人的帮助。

在此文中，“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表明国家与国家之间互惠互
利、合作共赢，才是扩大“朋友
圈”的正确方式，才能赢得世界人
民的支持。而像美国挑起贸易战一
般，一意孤行、损人不利己，则将
陷入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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