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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书架

影响我的一本书

探寻中国道路的文明史意义
——读《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丁国强

读经典

名人与读书

朱子读书法
■宣金祥

吴新文所著 《再造文明：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中华文明世界化的进程统一起来进行

审视和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西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对以解决

中国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文明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前

景进行了展望，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人类文明进

步史的统一中探寻中国道路的文明史

意义。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强有
力的革命理论，也是充满活力
的文明再造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继承了

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先进文化形

态，是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哲

学，是人类文明活的灵魂，在人类文

明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列宁说：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

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

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追

求真理、发现真理的历史过程，也是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

思主义既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理论，

也是充满活力的文明再造理论。《再

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一书指

出：“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明，

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处俄国，大

成于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并开始彰

显其世界意义，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

义主流的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同时进行

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

合是深层次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板

块式拼接，不是积木式地叠加，不是

物理式混合，而是化学式反应，生物

式融合。（见陶文昭等：《从中国共产

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中获取启示》，《北

京日报》 2015年 11月 16日） 马克思

主义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它

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深层力量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具有博

大的包容性、吸纳性。马克思主义是

继承了人类优秀哲学思想遗产，并且

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

放的理论体系。《再造文明：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 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

“完成”或“终结”，马克思主义是具

有文明史意义的。历史上，中华文明

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发展进

步作出卓越贡献。中华文化是包容文

化差异、吸纳外来文化的共生文化，

具有海纳百川、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气魄。陈来说：“中华文明赋

予我们独特世界观和处理复杂事变的

能力，这是支撑一个大文明数千年发

展 的 内 在 力 量 ， 对 未 来 也 大 有 启

发。”（陈来：《当代如何焕新传统》，

《人民日报》 2018年 2月 23日） 可以

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

华文明和民族精神重塑的过程。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动融通构成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和长期执政的思想资

源，形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强大力

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的力量

历史文化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与中国智慧的

共同结晶，它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

潮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

值和深远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也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力

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

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

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创建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堪称人类文

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再造文明：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一书认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

的文明样式，既结合了中西方文明的

长处，又避免了它们的很多不足。”

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经

济—文明复合体，是肩负时代使命的

文明主体。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

展，就是要扎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

统，汲取历史智慧，吸收文化养分，

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创

造“中国之治”的新辉煌。历史维度

和时代维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取向，只有深刻诠释好

这两个维度，才能够从历史、现实、

未来的贯通中，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将文化基因转化为文

化自信，从而占据文明和价值的制高

点。基辛格在 《论中国》 一书中指

出，中国的特殊性首先是历史极其悠

久，“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

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

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

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华

文明长期保持了世界性影响。美国汉

学家孟德卫说：“至少到 18世纪末，

欧洲接受来自中国的影响是因为他们

视中国文化为更优越的文化，且乐意

向中国借鉴。”中华文化经历了漫长

的内生演化、积淀传承过程，已经渗

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

成为我们的基因和血脉。历史文化传

统与时代现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

的精神图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

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不断接受马克

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的同时，注重从

人类文明历史经验中把握治国理政规

律，将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

分与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有机

结合起来，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立足自身

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

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

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

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
华文明智慧创造性转化的重要
成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世界性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

长。美国学者杜兰特夫妇在 《历史的

教训》 一书中说：“不是种族塑造了

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

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

又创造了人类形态。”文明和文化是

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性

的文明，具有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

力。“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向往

天下大同，倡导和合理念，主张兼容

并包，强调多元共生，是反对“文明

冲突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中的天下意

识、人类情怀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成

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

集中体现，对于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

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推动中国进入世

界舞台中央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再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

子孜孜以求的梦想。李大钊曾经呼

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

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

青春！”梁启超说：“吾愿发明西人法

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

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

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文明

再造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紧密相

关，是渐进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

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社

会主义是正在走向成熟的新的文明形

态。《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 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立足

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理论。它虽然产

生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

明 、 追 求 人 类 解 放 的 国 际 主 义 视

野。”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具有普遍性、长久性意义的文

明理念，将之创造性转化为我们面向

未来、思考世界的思想资源，积极参

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使中国这个

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

的活力。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很多人知道朱熹是南宋的大学问

家、大教育家，但却未必知道他同时还

是一位读书方法论专家。

朱子论述读书方法的独到见解主要

是在 《朱子语类》的 《读书法》和 《总

论为学之方》中。在这里，朱子不仅以

自己治学之道现身说法，还总结了荀子

以来历代学者的读书心得。语言明白晓

畅，读来极为自然亲切，不乏启迪作

用。

朱 子 说 ， 读 书 要 能 “ 先 入 得 其

书”，要有耐心和虚心。“读书别无法，

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

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

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表面

上看，这是最笨的，其实却是千古不易

的“不二法门”。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应是读书

真正意义之所在。若只将其当做茶余饭

后的消遣或不假思索地猎取一些“见

识”，那至多只能算“看书”，称不上

“读书”。“读”作为一种高级思维活动

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去

“拿”的。

我们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古人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早已不合时宜

了。所以很多人提倡博览，多知一些

“物”，少一些“耻”。这话没错。但需

要纠正一下的是，博览绝非意味着漫无

目的地乱翻一气，也须有计划，有重

点。最好是以某一学科或门类为主，逐

次向相关层辐射，静下心来细细地读，

边读边思考，逐步变成自己的东西。

朱子这话的第二层意思是要“虚

心”。读书，不管是古人的还是当代

的，都要先存谦逊之心。其实，真正的

读书是没有功利的，也来不得半点的骄

躁，那完全是出于精神的需要和心灵的

渴求，只有真正静下心来，细心地在字

里行间行走，虚心地品味求索，才能从

书本中获取更多的智慧和营养。

朱子的“耐心”和“虚心”，其实

已经把他的“读书法”坦呈在每一个读

书人的面前，我们当从中悟出如何走进

书山的心路。在当今重视知识、崇尚读

书的新时代里，我们要耐得住寂寞，抓

紧时间，列出读书计划，潜下心来读好

书、读经典，让思想的触须在文字的边

缘，一头抓住生活，一头抓住冥思，让

思想的火花在自己的心田里尽情绽放。

苏东坡已逝去千年了，他的人生跌

宕起伏、丰富多彩，他的诗、文、词、

书、画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他是

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林语堂

先生以“以此为乐而已”的潇洒放松心

态，却又耗时十余年之久用英语写成

《苏东坡传》，实为呕心沥血之作，成为

人物传记的不朽名著，又由学者教授翻

译成中文 （有两个译本） 得以广泛传

播。“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

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诗文传

于千古”是苏东坡一生的写照。林语堂

先生用如椽大笔描绘了苏东坡大江东

去、波澜壮阔的一生，概括起来就是屡

遭打击、初衷不改，历尽坎坷、笑对人

生。这就是我读 《苏东坡传》的收获和

启示。

为人，有公敌，无私恨。苏东坡一

辈子都是以诗文闻名、以诗文惹祸，但

他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常常躺着中箭、

无辜受辱。新党当政时，他因“乌台诗

案”被贬黄州；旧党上台时，他因反对

全盘否定变法而被诬告陷害，遂主动请

辞外放；新党复起，他又首当其冲被

贬。他在新党与旧党的倾轧中一贬再

贬，却因诗文而声名越来越大。一个人

的名声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苏东坡的政

敌佩服他的诗词文章，却畏惧他名声的

力量。苏东坡越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

找他。典型如新党代表人物章惇当上宰

相后，一再打压他。被贬的地方一次比

一次偏远、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意在

让他永无出头之日。但苏东坡始终乐观

面对，不屈不挠，不失人生快乐，令政

敌烦恼，甚至无可奈何。可是，别人所

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却

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

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苏东坡很少恨

别人，顶多是不喜欢，他曾对弟弟苏子

由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

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

人。”章惇后来作孽自毙，被罢相流

放。苏东坡对以前章惇施加的迫害丝毫

不挂怀，寄信宽慰章惇及其亲朋，还抄

录药方助其养生益寿。诚诚君子，如是

也！

为文，自乐而乐人。苏东坡的快乐

是写作时的快乐，而他的作品也使读者

快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一生

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

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

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事实也是如

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的新

作时，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

说，每逢皇上举箸不食时，必是正在看

苏东坡的文章。皇上越是感叹赞美，苏

的政敌越是千方百计加害于他，必使神

宗在世一日，苏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

朝。这种感染人心的力量来自苏东坡独

特的作文之道。他自述为文之道“大略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

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自论其书画

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

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归根结底在于

不失本真，赤子情怀不改，狂放不羁不

改，不矫揉不造作，不屈从不盲信，畅

所欲言，至真方得至乐。

为情，情真而意笃。一生漂泊，故

乡、亲人、朋友都是苏东坡抒写的主

题。“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是怀念亡妻的；“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是思念兄弟的。他用真性情

赢得真朋友，他的朋友有名妓、有诗

僧、有赊酒他喝的老妇、有无名的道

士……在人生落魄低潮之时，身边仍有

朋友相伴。道教奇人吴复古、陆维谦曾

与他同住数月，并充当其家人千里传书

的信使。

为政，胸怀百姓，心系苍生。“问

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无论被

贬到哪里，苏东坡除了于自然山水中得

到慰藉，怡然自乐，享受刹那间宁静而

又飘忽的感受之外，他心中也始终牵挂

着黎民百姓。在黄州也好，苏州也好，

雷州也好，琼州也好，苏东坡始终与百

姓融为一体，他常常与他们席地而坐，

相谈甚欢。每到一个地方任职，他都会

倾注心血和汗水，留下足迹和传奇。苏

东坡曾两次到杭州任职 （第一次任通

判，第二次任知州），对杭州的开发和

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成立了中国

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活人无

数；他疏通运河，挖渠凿井，用瓦筒引

水，实现了“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他开浚西湖，挖山筑堤，为后人留下

“何处黄鹂破瞑烟”的苏堤，与“一株

杨柳一株桃”的白堤交相辉映，成就了

西湖的壮美景观，如今苏堤成为杭州市

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

晴”。公元1101年，一代旷世奇才苏东

坡病逝于常州，像清风一样度过了自己

的一生，享年64岁。

（作者单位：湖北省咸宁市纪委监委）

《苏东坡传》：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程良胜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胜

最近重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感慨万千。历史，往往需

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

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40周年

之际，人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场思想解放

运动，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对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征程，对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

邓小平 1992年 2月 12日视察上海时

所指出：“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

会做假。”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首先在于它

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最基本”

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从实

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

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在党

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关头，“两个

凡是”背离这个基本原则，造成人们

的思想混乱：究竟应该用什么态度对

待毛泽东的指示，用什么标准判定历

史的是非，用什么尺度衡量工作的得

失？1978 年 5月 30日，邓小平同胡

乔木等人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内容时感慨道：“现在发生了一个

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

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

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批

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

“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拨

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

想来个大解放”。针对 《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发表后的激烈争

论，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

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还一针见

血地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实质就在于

是 不 是 坚 持 马 列 主 义 、 毛 泽 东 思

想”。在他看来，不确立实践标准，

就难以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更无从谈起。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还在于它

关系到政治路线能否贯彻落实，“关

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之所以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表明这不仅是一个理论

观点问题，而且是涉及全局的重大

政治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1978 年 6 月 23 日，

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

里列斯库时，就接连说了两个“最

起码”，指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

义最起码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的 提 高 来 体 现 ， 这 是 最 起 码 的 标

准，空头政治不行”。正因为如此，

邓小平谈起实践标准时，总是将理

论与实践结合起来。1979 年 7 月 28

日，他听取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指

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

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

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

说拥 护 政 治 路 线 是 假 的 。” 8 月 9

日，他听取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时

又说，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实现

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

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基本建设”

与“思想基础”，道出了实践标准硬

在何处。

实践这个标准最硬，表现为它是

“ 唯一标准”，是“压倒一切的标

准”，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

是非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创立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为

了走好自己的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

坚持好贯彻好实践标准，并提出与之

内在统一的现代化标准、生产力标准

等。特别是在 1992 年视察南方时，

他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明确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

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

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在这次视察中，他还提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是看实

践”“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

本，而是靠实践”等论断。可见，实

践标准之“唯一”不是抽象的，而是

具体的，贯穿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一个故事。

1985 年 7月 30日，邓小平会见泰国

国会代表团，谈到自己的工作和身体

情况时说：“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

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

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

泳说明体力还可以。”故事虽小，学

问却大，足以体现实践标准在这位

“实事求是派”心中的分量。而今，

我们纪念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就要像邓小平这样始终坚持实事求

是，坚持实践标准，发扬务实高效、

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切实贯彻落实

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