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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
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量的民族。众
所周知，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
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
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
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
的。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华文化与古代西方
文化的精神差异：古代西方人把希望寄托
于天上的神灵，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
量充满了自信。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
是人间的英雄和氏族的首领的英雄事迹的
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
伟大人格的升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有巢
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
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
及其周围的神话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
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中国
的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
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
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
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则是
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既然中华
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
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核心。追求人格的完
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
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
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这种思维定
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
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尚书 •泰誓上》说：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群

的最大多数当然就是“民”，他们是组成
民族和国家的基本元素。在人类脱离群居
杂交的原始社会以后，生活和生产的基本
单位就是家庭。对于很早就以农耕为主要
生产形态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在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
子》）的中国古代，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
本细胞。人们因血缘而组成家庭，再由家
庭组成家族、宗族，进而组成社会、构成
国家，这便是中华先民对人类社会形态的
基本认定。所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是
中华民族先民们的集体观念，是先民们最
早认定的政治理想。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民为邦本”
的观念产生于公元前的太康时代。在早期
儒家经典《尚书》中记载了当时的《五子
之歌》，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这是古人对夏朝走向灭亡的
一种反思，也是对民本思想重要性的深刻
认识。在这个基础上，稍晚的周公提出了
“保民”这一重要思想。周公认为要延续
周朝的统治，不重蹈商朝的覆辙，就要“保
民”。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民为邦
本”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孔子指出
“民无信不立”（《论语 • 颜渊》），意即一

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会垮掉。
孟子更为具体地指出：“桀、纣之失天下
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 • 离
娄下》）先秦的诸子百家也都认识到这种
思想的重要性，《荀子 • 哀公》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用水与舟形象地比喻国家成败与民众利益
之间的关系。后来开创“贞观之治”的唐
太宗李世民对此十分赞同，经常引用，并
且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民为邦本”的思想深入人心，以至
于留了不少历史故事，例如在战国时代，
有一次齐国的使者来到赵国，当时实际掌
握赵国政权的赵威后接见使者，还没来得
及拆开国书，便向齐使发问：“岁亦无恙
邪？民亦无恙邪？王亦无恙邪？”使者不
悦，责问说：“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
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
赵威后回答说：“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
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
耶？”（详见《战国策 • 赵策》）清代学者
唐德宜评论说：“前一问深得‘民惟邦本’
意，后一问深得‘为政在人’意，不料战

国时母后有如许大学问！”（《古文翼》）其
实赵威后的一番话语不一定是“如许大学
问”，而是“如许大见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是身居统治
阶层的赵威后有“如许大见识”，连身处
社会下层的民间女子也不例外。《列女传》
中记载了春秋时鲁国民间的一位普通女子
“漆室女”的故事。漆室女超过出嫁年龄
仍未嫁人，倚柱而啸，就连平日与她要好、
来往较多的“邻人妇”也误以为她是为出
嫁一事内心极度痛苦所致。然而真正让她
忧虑的是，“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倩吾
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终
身无兄……”，联系到“鲁君老悖，太子
少愚”这个事实，那么她的忧虑就不是杞
人忧天了。家不能一日无主，国不能一日
无君。“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
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
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灾难。漆室
女之忧何其确也。由此可见，“民为邦本”
决非仅仅是古代中国的统治阶层出于管理
国家的政治策略，它也是普通人民出于自
身利益的价值判断。

由于“民为邦本”是古代中国的国家
管理人员与被管理大众的共同价值观念，
经过双向互动的意识交融，便达成全民
共识性质的国家认同。它不但是中华文
明早期的优秀政治经验，也为后代中国
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和平时代，
它能引导人们同心协力建设国家，所以
“民为邦本”的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
努力继承。

（本文转载自新华日报 2022 年 11 月
29 日第 11 版）

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
容。把握守正创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党
的创新理论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对我们更
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科学的
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从我们党成
立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就是我们党面临的重
大任务。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对此作了艰辛的
探索，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必须做
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统一，做到守正和创新的有机结合，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
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
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
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
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
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
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改革
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
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
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
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
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
马克思主义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
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
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可以知道，我们
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体可以概括
为两方面：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这就是守正。二是从不把马克思主
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当成需要背诵和
重复的具体结论，而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就是
创新。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
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
性的辩证统一。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
覆性错误

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是前提，是出发
点。为什么要守正，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
义迄今仍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在当
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
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马克
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
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它第一次站在
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
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
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
指明了方向。

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守正，不犯颠
覆性错误，要做到“三个不动摇”。一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尽管我
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
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
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实现共产主
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这个最
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
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

二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马克
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
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
命力，并把我们党锻造成为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要我们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我们就能为马克思
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献。

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从本源上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则，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
的。从实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
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在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
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坚持守正创新，创新是关键，是落
脚点。为什么要创新？原因就在于马克思

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正是
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
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
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永
葆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从我们党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看，确
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
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

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
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
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
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
变的套路，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只
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才能把蓝
图变为现实。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守正创
新，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
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
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
好指导中国实践；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把马克思主
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
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
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三是必须以满腔热忱对
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
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
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让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
真理力量。（本文转载自新华日报 2022 年
12 月 6 日第 10 版）

民为邦本
——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莫砺锋

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王永义    姜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