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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引用的名句
本报记者 李 贞

1212月月1818日日，，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大会举行周年大会举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总书记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讲话。。这篇讲话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宣言书这篇讲话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宣言书、、新的新的
动员令动员令，，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
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实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斗目标、、实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深远历史意义。。
在超过万字的讲话稿中在超过万字的讲话稿中，，习近平多次引用古今中外的名习近平多次引用古今中外的名

句句。。这些引用这些引用，，既有中国古代的经典名言既有中国古代的经典名言，，也有恩格斯也有恩格斯、、毛毛
泽东泽东、、邓小平邓小平、、鲁迅的论述鲁迅的论述。。这些名句这些名句，，从理论依据从理论依据、、历史历史
实践实践、、文化渊源文化渊源、、民族精神等方面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化了对中国改革开放深化了对中国改革开放
内涵的认知内涵的认知。。今天今天，，本报对这些名句进行解读本报对这些名句进行解读，，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解读：
出自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

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40 年 前 ， 这 篇 讲 话 发 表 时 ， 中

国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

头。人们急切地盼望从困境中摆脱
出来，但又因僵化的思想尚未得到
彻底转变，中国在前进中徘徊。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持续 36
天之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
平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决定就一
些重大问题谈谈他的看法。在讲话
的第四部分，邓小平指出了改革开
放的迫切性，他认为，“政治的空谈

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
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
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
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
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习 近 平 在 讲 话 中 引 用 邓 小 平 的
话，阐明了提出改革开放时的历史背
景，强调了改革开放这一决策对党和
国家的重大历史意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
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
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
的目的”。

解读：
1985 年 4 月 15 日，在会见时任坦

桑尼亚副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
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
化生活水平。从 1958年到 1978年这 20

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
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
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1987 年 6 月 12 日，在会见前南斯
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
斯特凡·科罗舍茨时，邓小平说：“现
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
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

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
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习近平的引用强调了我们党作出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
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
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
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
深刻体悟。

解读：
出自南宋理学家张栻 《论语解·

序》。这句话是在讲“知”和“行”的

关系。人最初总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理
解来行动、来实践的。随着实践的深
入，人的知识会增长，认识也会更加
精进，而认识的深化又反过来让行动
变得更有方向感。正因为如此，我们
才需要知行合一，不断地把前一步的实
践形成的经验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基础。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这句话，是
说明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
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
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
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
发展。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恩格斯说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
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解读：
这段话出自 1880 年恩格斯所著的

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
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一本法国

的社会主义杂志上，后来又以单行本
形式在同年出版。全书共三章，阐述
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
础和基本原理等。

习近平的引用，呼应了这样一个
事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
放思想永无止境。我们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
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
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

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
地方开辟出来的。”

解读：
出 自 鲁 迅 杂 文 集 《热 风》 中 的

《随感录六十六》。这篇文章最初发表
于 1919 年 11 月 1 日 《新青年》 第六卷
第六号，署名唐俟。《热风》编集成册
时，鲁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感到“寒
冽”，所以以“热风”命名。反映了他
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

社会的强烈愿望。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此句，强调

了“路”的意象，说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
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
毫不动摇走下去。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
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
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解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

句，出自 《诗经•大雅•文王》，
意思是周朝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
使命在革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礼
记·大学》中就提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无论是个人、社会，还
是国家，都需要在时间的洪流中不
断适应形势，日新其德。所以，变革
从来不是中国文化所抗拒的。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这句话，
是在阐述“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

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
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
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
源、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是一
个文化绵延千年不断的古老国家，
但同时，我们又在不断追寻文明的
进步，不断寻求变革的机遇，努力
让古老焕发新彩。

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
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

解读：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想要

在秦国进行变法，面对许多秦国旧
贵族的反对，商鞅说：“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法古。”意思是说治国并非只
有一条道路，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
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后来，
商鞅在秦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

使得秦国成为了战国末期最强大的
诸侯国。除了商鞅变法，中国历史
上的著名的变法变革图强运动还有
很多。这些变法和改革都在不同程
度上回应了当时的时代呼声，给中
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
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
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自古以来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的宽广胸怀，，
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
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解读：
“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儒家

提出的一种政治理想。《礼记·礼
运》 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
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
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
不 作 ， 故 外 户 而 不 闭 ， 是 谓 大
同。”在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中，个
体家庭的“小我”和社会政治生活
的“大我”是价值相通的，“小
我”需要在“大我”中得到最终的
价值实现，最终形成社会的和谐。

“协和万邦”出自 《尚书•尧
典》，原句说：“克明俊德，以亲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协和万邦。”意思是首先把自
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把自己的国
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和平，“协
和万邦”的精神传统除了和平，还
有团结协作，这是流淌在中华文化
中的一种自信。

正是这种正是这种““天行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君子以厚德载
物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解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

出自 《周易》。意思是君子应当如
天一般自强努力，无有止息；君子
应当如地一般宽厚仁德，承载万
物。中国古人善于从天地自然的规
律中悟出道理，并以此勉励世人。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这两句，

强调的是中华文化有鼓励人们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的精神，中华文明才能代
代流传、绵延不息。而今，走进新
时代的中国人仍然需要保持这样的
昂扬的斗志，继续奋勇向前。

解读：
这两段话出自 1949年 3月 5日

毛泽东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报告》。

彼时，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
的胜利，中共中央为规划迅速取得
胜利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各

项方针政策，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面
临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下一步路
怎么走，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
课题。在报告中，毛泽东提醒全党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
完了第一步”。而在中共中央离开
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途时，毛泽东

又将这次出发比喻为“进京赶考”。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的

这一报告，也是再次提醒人们看待
中国的发展要有更加长远的目光，
面向未来要怀着雄心壮志。中国共
产党不仅能够带领人们建立新中
国，更能带领人们让中国富起来、强
起来。

解读：
这句话出自 《管子·乘马》。

“生于虑”是指做事要未雨绸缪，
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各项工作；

“成于务”是指要把各项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失于傲”是指越是形
势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
患意识。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这句话，
是为了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改革开放走过了千山万水，但

仍需跋山涉水。在这个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有半
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
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
击，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
大奇迹。

古人说：“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毛泽东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夺取全国胜利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如
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在过了
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
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但序幕还不是高
潮潮。”“。”“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