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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校庆日即将
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与莘莘学子
共话追梦的激情和理想、圆梦的奋斗与奉献，为高校建设
擘画清晰的未来蓝图。未名湖畔的叮嘱，博雅塔下的勉
励，让无数青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极大鼓舞起年轻一
代为理想奋斗的信心与决心。我们一起细细品味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的典故，品读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1、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原文】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
学校的共同使命。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
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释义】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出自晚清名臣
张之洞于 1896 年上奏的《创设储才学堂折》。张之洞的一
生与人才培养结下不解之缘，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他
提出要在南京建立储才学堂，认为“窃惟国势之强由于
人，人才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
培养，材自何来”，强调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一
观念贯穿他教育思想的始终，他多次提出“中国不贫于
财，而贫于人才”，“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自强之
策，以教育人才为先”等，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升到关系
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

中国人常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
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可收获大树成荫，而人
才的养成却需要终身培育，这说明了人才养成的艰巨、不
易。1900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写下著名的《少年中
国说》，热切地寄望“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时移势易，但不变的是，21 世纪的竞争，
归根结底依然是人才的竞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需要大批高质量的人才。而人才质量的提高靠
什么？归根结底靠教育。我们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
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
未来。

2、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

【原文】

《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
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
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

【释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出自儒
家经典之作《大学》。《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朱
熹将其单列成“四书”之一。它相对短小易懂，被称作“初
学入德之门”，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入系统学习、认知世界
的基础学问。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又是《大学》最开篇的一句话，明明德、亲民、止于至
善，三个“在”层层递进，被称为大学之道的“三纲”。而从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
称为大学之道的“八目”，“八目”指的是为了达到“三纲”
而设计的八项条目功夫，或者说八个进修阶梯。

所谓“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
形容词，意指不断地彰明人自己内在的光明的德行（仁义
礼智信等），培养高尚的道德；所谓“亲民”，是指亲和百
姓，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爱护民众，这也是儒家“德治”

“仁政”思想的来源；所谓“止于至善”，是指追求最高、最
完美的意境，保持尽善尽美的境界。

3、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原文】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
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办学就要
尊重这个规律，否则就办不好学。

【释义】

春秋末年，晋国大夫智宣子错误地选择了多才少德
的智伯为继承人，结果导致强大的智氏家族遭致了灭族
之祸。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此颇为感慨，在《资治通鉴》

“臣光曰”中评论道：“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并提出“才
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的著名论断。

所谓才，是指聪慧、明察、坚强、刚毅，即能力；所谓

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即品行。司马光的这句话，是说
才能是品德的支撑，品德是才能的统帅。从古至今，中国
文化强调的立世根本，就是德———要达到“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境界，首先要做的就是“修身”。对于个人，“君子
以厚德载物”；对于家国，“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总之
是，“德者，本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但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德”都是培养人才的重要
标准，光明之德是大道之行的力量之源。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此语，意在强调人才的培养必须注重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

4、师者，人之模范也。 吐辞为经、举足为法

【原文】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在学生眼里，老师是
“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
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教育者先
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

【释义】

“师者，人之模范也”出自西汉末年文学家、哲学家扬
雄的《法言·学行》。“人之模范”，是说教师是所有人的模
范，“师范”一词由此而来。人们常说“为人师表”，这个表
是表率，也可谓模范之意。好的老师，正如韩愈在《进学
解》中说“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也如范仲淹在《严先生祠
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既是对教师的极高赞誉，更是对教师莫大的鞭策和要
求。

我们人生的前十几年都要在学校中度过，而老师正
是这段时光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在老师身上，学生不
仅学知识，也是在学做人。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在北京
师范大学看望师生时曾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
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
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优秀的老
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
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
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

5、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原文】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又要有真才实学。学
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能学到什么、学得怎么样，同大学人
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

【释义】

这句话出自南北朝刘昼的 《刘子·崇学》。原文是：
“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
之坎，以就万仞之深。”三寸之坎是指很浅的小坑，古时以
七尺或八尺为一仞，万仞为极深。这句话是说，凿井的人
总是从很浅的土坑开始，然后挖出极深的井，比喻从极细
微的积累开始，只要坚持不懈，必然成就事业。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必成于实。没有求真务实的态
度，缺少脚踏实地的行动，一切都将是镜中月、水中花。正
如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所言：“其心不失于一物
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如果轻视初始的细微积累，
不屑于平日的具体努力，而企图一朝之间成就大事业、大
学问，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古人说：“大丈夫应扫天下，但
一屋不扫，更何以扫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引用这句古语，意在鼓励广大青
年学生，新时代有着大好机遇，关键是要迈稳步子、久久
为功，最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把吃苦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把实践当作
锻炼自己的舞台，舍得下苦干实干的真功夫，就一定能在
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创造无愧于使命的骄人业绩。

6、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原文】

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
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

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
之，害于国者恶之”。

【释义】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出自《晏子春秋》，
意思是对于国家有利的事就要热心地去做，对国家有害
的事就要憎恶它、远离它。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
用如“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等古语典故，来表达同样的爱国情怀。这种深邃的

爱国主义，正是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归宗炎黄、溯源华夏，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救国救民、爱国爱乡，恋土归根、报效桑梓等，构成
了爱国主义的传统要义。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到“一
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从“振兴中华”到“我们
都是汶川人”，百余年来，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命运与民
族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推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向着中
国梦前行，赋予我们向着民族复兴进发的能量。

在此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了希望和
要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学
问、练真本领，知行合一、做实干家。这是青年一代健康成
长必须遵循的路径、必须坚持的方向。对于青年人来说，
只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定不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人生才有正确的方向，奋斗才有持久的动力，才能不断向
着目标勇毅笃行。

7、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
坚忍不拔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原文】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
忍不拔之志。”王守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可
见，立志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广大青年
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
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释义】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
之志”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苏轼对仁人志士、英雄
豪杰所以能够成就丰功伟业的原因，十分准确而精辟地
归结为两点：“超世之才”和“坚忍不拔之志”。“超世之才”
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刻苦攻读，坚持不懈，经过十年寒
窗的磨炼。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尤为重要。因为，凡
立志要成大事业者要走的路，都是崎岖不平的，都是充满
着艰辛困苦的。没有远大的志向、坚忍不拔的意志，是难
以突破的。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
话。当时王阳明被贬贵州，经“龙场悟道”后，创建了龙冈
书院，聚徒讲学，并为求学者立下了著名学规———《教条
示龙场诸生》。该学规共有四条，其中第一条便是“立志”。
他告诫学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
有不本于志者。”

在苏轼和王阳明看来，无论是圣贤豪杰，还是百工技
艺，人人都有成就事业的可能，但是首先必须立志。这是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总结，也是当代人做人、做事的指
导。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无论是走好人生之路，还是国家
发展振兴，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唯有不懈奋斗，方能攻坚
克难、砥砺前行。“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立
下鸿鹄之志，筑牢坚如磐石的信念，才能面对困难不气
馁，面对成绩不自满，永远以勇于开拓、顽强拼搏的奋斗
姿态向前挺进———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怕立志不坚。

8、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原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知识是每个人
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学
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
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要通过学习知识，
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
识。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中才
能充分发掘出来。

【释义】

《礼记·学记》有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三字经》中也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义。”两者的意思基本相同，道和义，一脉相承。

玉器的制作，按照《天工开物》中的描写，是用轮子带
动转盘和搅拌好的解玉砂，以此把玉料剖开并慢慢琢磨
成器。人同此理，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不断学习积
累、增长才干、修身立德才能获得的，这正是《论衡》中“人
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的道理。

今天，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发
展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学习对于我们更为重要。习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借用“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表达
了对当代青年的殷切期望，希望广大青年们惜取人生黄
金时光，求真学问、练真本领，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
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增长能力本
领，修养品德气质，如此，奋斗才能拥有深厚的底气。

9、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知者
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原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

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
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
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释义】

这首诗出自南宋诗人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原
文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诗中，陆游勉励儿子子聿做学
问要早下功夫，坚持不懈，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固然重
要，但毕竟还是不够的，想做出一番成绩，一定要注重亲
身实践。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
话，出自学生记录其言行的《传习录》。其中学生陆澄记的
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
可分作两事。”但这个意思王阳明不止一次说过，学生们
也觉得这种观念很重要，因此也就不止一次地加以记录。

毛泽东曾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
重要的学习。读书学习客观上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的过程，必须联系实际、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
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他还曾引用过汉代刘向《说苑·政
理》中的“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来表达
这一道理。在此，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广大青年坚持知行合
一，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
验和社会知识，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
本领。

10、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原文】

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

干出来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是
永恒的道理。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说不做，眼高手低。
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
知；都要严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

【释义】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出自《荀子
修身篇》。荀子认为，修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士、君
子，还是圣人，要达到完满的道德境界，必须永不停歇地
努力。他用这样的比喻加以阐释：路程即使很近，但不走
就不能到达；事情即使很小，但不做就不能成功。

在《荀子劝学篇》中，荀子为了阐述“学不可以已”的
道理，还打了这样的比方：“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
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其实，修身与学习，同此一理，
都必须坚持不懈。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每一个宏
图远志，都需要具体的支点；每一个瑰丽梦想，都需要
现实的落点。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一步
一个脚印往前走，就一定能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前进的道
路不可能全是坦途，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眼中有远方、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沿着奋
斗之路走下去，青年必将书写无悔的人生，收获充实而美
好的青春记忆。

11、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原文】

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道：“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
看山河。”我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
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
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
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释义】

这句词出自宋代辛弃疾的词《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
吕叔潜赋》，原文是“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
姮问 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

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众所周知，辛弃疾是宋代豪放派词作家的杰出代表。

他在这首《太常引》中说，我要乘风飞上万里长空，俯视祖
国的大好山河，显示出了宏大的格局，既表达了自己扬帆
正高、志向正远的壮志豪情，同时也赞颂驶向的未来前景
正明。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诗，体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
视角，一种“以观沧海”的气魄，一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无比坚强的信念和无比坚定的信心。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我们有幸处于新时代，更有责于新时代，撸起
袖子加油干、一步紧跟一步行，相信奋斗、矢志奋斗、永远
奋斗，担当起时代使命，汇聚起青春力量，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必将在我们的共同奋斗中梦想成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
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