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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学细悟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讲话、经典文章等，深刻感
受到总书记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总书记在讲话和文章中善于用典，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名句，“平语近
人”，所引用的古语古训古诗词，凝聚着
中华民族先贤的智慧，并赋予其鲜活的
时代价值，形成独具个性特征的“习式
风格”。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
在公私之间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讲话
时引用的一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名句，总书记以此强调党员干部要自始
至终分清公与私之关系，真真正正践行
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
在公私之间尔。”此经典之句出自河南，
更出自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十三朝古都
洛阳，是北宋时期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
一生传道讲学言论的结集《二程集·河南
程氏遗书·卷第十一》中的名句。

程颢、程颐均为河南洛阳人。程颢
（1032—1085）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
（1033—1107）学者称伊川先生，兄弟二
人同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思想家，宋明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

因二程一生主要活动在洛阳，后人把他
们创立的这套思想体系称为伊洛学派，
其学说亦被称为“洛学”，后经朱熹的研
究深化，最终发展为“程朱理学”。

二程的出生地位于临近陆浑水库
的嵩县田湖镇程村，村中有“二程故
里”，现故里中有二程祠，全祠总面积为
4392 平方米，祠中有“春风亭”“立雪
阁”“道学堂”“启贤堂”“著述楼”等，祠
堂内尚存多块古代匾额，现挂于道学堂
正中的清康熙御书“学达胜天”、光绪
赐书“伊洛源渊”、慈禧太后赐书“希踪
颜孟”3 块匾额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二程卒后葬于伊川县城西部，现为伊
川县精心打造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程
园，总面积 3.4 公顷，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二程的学说被称作“身心之学”或
“心性之学”，重视道德规范和道德修
养。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
者，思想多散见于《识仁篇》《定性书》等
语录中。程颐著有《周易程氏传》《遗
书》《文集》《经说》等。程颐提出“性即
理也”的命题，主张格物致知说，在知行
关系上强调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
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在道德修养上
二程主张以天理节制人欲，以道心统帅
人心，以成圣成贤为人格追求。程氏家
训的核心是“九思立德”，即“视思明，听

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九思立
德”涵盖了人生的各个方面，讲的既是
做人的道理，又是修养的功夫，良好的
家风家训使程氏家族英才辈出。二程
主张“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认为当
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有
了公心，可使国家兴盛；失去公心，一切
从私欲出发，会使国家灭亡。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
在公私之间尔。”这段话是二程对《论
语·子路》的解释。鲁国的仲弓做了季
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政事。
孔子告诉他：“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
务的官吏，让其各负其责，宽恕其小过
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
发现并选拔贤才呢？”孔子说：“选拔你
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
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对此，二程作评
语：“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
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句经典意在
强调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密切相关，
在处理公与私的问题上，作为党的干
部，就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
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
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
明正大、堂堂正正。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罗马会见意

大利众议长菲科时，面对菲科突然发
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总书记不假思索自信
地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
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
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反映了领袖的人民情怀，夙夜在公
就是共产党人永葆初心本色的生动写
照。人民领袖习近平“与人民心心相
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夙夜在公”，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
自己治国理政的一贯信念，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将人
民满意作为日常的工作标准，在处理公
与私关系问题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与私的重要论述，
为我们如何做人做事指明了方向。

人常说破除了“心中贼”，方能把准
“人生舵”，“心中贼”就是私。进入新时
代，每位公职人员都应做到面对诱惑不
动心，守牢公私分明、秉公用权的政治
道德和为政操守。我们必须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正确处理公私
关系，慎独慎初慎微，加强自身修养，不
断净化自我，剔除私心杂念，做到心底
无私天地宽。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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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引经据典、援古证今，赋予典故鲜活
的时代内涵，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初心
如磐、历久弥坚的精神密码。2017 年
12月29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
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这艘巨轮上，
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我们坚信，有
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有中国改革发展
的浩荡东风，有全国各族人民扬帆划
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一定能够
抵达光辉的彼岸！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出自唐
诗《次北固山下》，该诗是诗人王湾的一
首五言律诗。王湾是洛阳人，玄宗先天
年间（约712年）进士及第，授荥阳县主
簿。后由荥阳主簿受荐编书，参与集部
的编撰辑集工作，书成之后，因功授任

洛阳尉。
王湾“词翰早著”，现存诗 10 首，

《次北固山下》是其最为著名的一首。
全诗如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
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
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
前”，首联破题，说明诗人水陆兼行，人
在旅途，漂泊羁旅之情已寓于字里行
间。颔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弘的江景画
卷。颈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被后人视为盛唐气象的标志——残夜
未尽，一轮红日已从海上喷薄而出，旧
年未去新春就已光临人间。尾联“乡
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照应首联，诗
人目送归雁，思绪自然由眼前的江南
春色跳接到千里之外的洛阳，不由得
萌生出怀乡之情。

此诗格调壮美，意境开阔，预示了

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前景。据说开元
年间，宰相张说曾亲自将这首诗题写于
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直到
唐末诗人郑谷还说“何如海日生残夜，
一句能令万古传。”明人胡应麟认为诗
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二句，
是区别盛唐与初唐、中唐诗界限的标
志。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受到了
普遍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将千古名句“潮平两
岸阔，风正一帆悬”信手拈来，寄意深
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特点
新要求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意味
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意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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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潮平风正”，有中国共产党掌舵领
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巍巍巨轮一定
能够行稳致远，抵达胜利的彼岸。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征程上，我
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让承载
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
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
望的明天。

（作者为中共洛阳市委党校科研
咨询部主任、副教授）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2013 年 3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
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腹有诗书气
自华”来表达对于读书的感受。2009年
5月13日，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
同志，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
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强
调，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
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
面。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
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
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
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
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进思
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
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
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

“腹有诗书气自华”出自苏轼的诗作
《和董传留别》。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
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有很
高成就。苏轼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
山市）人，但其一生成名于中原，遭贬源
于中原，死后也葬于中原，与中原有着不
解之缘。《和董传留别》是宋英宗治平元
年（公元1064年），苏轼罢官凤翔签判赴

汴京，途经长安，与朋友董传话聚临别时
创作的一首留别诗，全诗为：“粗缯大布
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
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
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
诏黄新湿字如鸦。”其中“腹有诗书气自
华”一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

“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指读书可以
提升人的修养和境界，一个饱读诗书、
学识渊博的人，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会
由内而外显现出高雅不凡的气质。

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读书，他说：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
不可以一日不读。”他日理万机，但仍见
缝插针读书，理发时也读，还幽默地对
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
咱们互不干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
援引毛泽东同志的读书故事时指出，我
们要发扬毛泽东同志这种“挤”和“钻”
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
智慧和营养，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屑
学习，不能借口工作太忙、放松学习，不
能为了装点门面、应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是发扬“挤”和“钻”
的精神进行读书的典范。他说：“我到
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
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
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通过研读优
秀传统文化，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说，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
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读优秀传统
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
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
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
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
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
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党员干部
的读书问题，他曾在《浙江日报》的《之
江新语》专栏撰文《多读书，修政德》指
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
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
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
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要真正把
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
切有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
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会到我们
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
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拒腐蚀、永不
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读书寄予厚
望。他说，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
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广大青
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
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
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
专、愈博愈专。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
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全民阅读
和建设书香社会。今年4月23日，他在
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指
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
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
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
格。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
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
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
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让我们好好阅读吧，在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过程中，汲取知识、增长才干、
涵养智慧、陶冶情操。腹有诗书气自华！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总支书记）

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

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河南、山西两省各府州县纷
纷向朝廷奏报本地发生的旱灾、蝗灾，奏折像雪片似的飞向
北京紫禁城。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建议朝廷铨选得力干臣
速赴两地处理此事。这个重任该交给谁呢？宣宗皇帝朱瞻
基此时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江西巡
按的于谦。

宣宗皇帝之所以选择于谦，除了他对山西当地情况比较
了解之外，更多的是看重他的才干与担当。于谦祖籍河南，出
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进士，
第二年便被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永乐二十一年，于谦奉命
出使湖广犒劳官军，兼带招抚川贵瑶壮。由于他考核公平公
正、赏罚严明、敢于言事，“时论称于谦廉干能吏”，“每奏对，为
帝所赏识”。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
皇帝御驾亲征，特指定于谦随侍左右。朱高煦投降后，帝命令
于谦历数其罪状。于谦出口成章，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朱高
煦当场匍匐在地，战栗不止，称自己罪该万死。这件事给皇帝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盖自是受知于上，属意用公矣”。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面对各地灾情不断、仓廪空
虚，民不聊生的严重情况，“帝知谦可大任，会增设各部右侍郎
为直省巡抚，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
山西”。

据明《弘治河南郡志》记载，在于谦担任巡抚的十四年间，
河南发生旱灾的年份竟有十次之多。于谦所到之处，看到的
是“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坠床”“空廪全无积，荒田更起科”的
凄凉景象，然而地方官员对老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顾，为了自
己的所谓政绩对灾情隐瞒不报。对此，于谦深怀爱民之忧，
不辞辛苦，毅然挑起了救民于水火的重担。《明史·于谦传》
载：“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
俱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于氏先贤于
谦年谱》载，于谦勤于政务，“对地方兴利除弊事宜，奏疏上
闻年或多至数十起”。

于谦在河南的德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疏请赈
款，救济灾民。宣德六年，于谦上书朝廷下拨救济款三十万
两，赈济河南、山西两省饥民，下令按人口多少分发，严禁克
扣，同时打开国家粮库发放粮食给灾民，河南、山西“两藩饥民
赖以存活者数百万”。同时，安置山东、陕西逃荒来的流民，或
将其单独编成里甲，或编入当地乡里，拨给荒田滩地让其耕
种，并免除其税粮杂役。二是粜籴粮米，以备灾荒。在粮食丰
收年份，动用官银低价收购粮食大户的余粮，以备饥荒；在粮
食歉收年份，将河南怀庆、陕州国库中七八年以上的陈粮低价
出售给灾民、流民，“全活者众”。三是治理河道，减少水患。

“秋雨黄河水，春风碗子城。”每年夏秋之时，于谦必以视察河
务、治理水患为要。鉴于黄河下游经常改道，于谦在农闲时征
调民工修筑大堤，每五里设一专人巡守，遇坍塌损坏随时修
补，水患得以防止。四是减免税粮，种树打井。凡发生灾荒的
地方，皆向朝廷上奏免去其税粮杂赋。河南地处中州，四方行
人路上无歇脚之地，又无水解渴。于谦在官道旁广植槐柳，供
行人休息，每十里开掘一水井，供行人饮用。五是治理蝗害，
设医救人。宣德九年七月、十年四月，河南、山西相继发生蝗
灾，于谦派官员到各地督导捕杀蝗虫。凡遇灾荒之年，每当瘟
疫发生，于谦即命各地设惠民药局，为百姓治病。

为民请命者，民必爱之；为国死难者，民必祀之。于谦在
巡抚河南、山西期间，兴利除弊，除暴安民，推贤任能，政声卓
著，百姓称他为“于青天”“于龙图”，“梁、晋二省之民家家尸
祝”。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于谦因得罪太监王振被人诬
陷、下狱罢官，河南、山西二省吏民赴京请愿，两省亲王亦为之
上书求情，于是仍复任巡抚之职。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堡之
变”后，于谦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反对迁都，力主抵抗，调度各
地军队赴京勤王，亲自指挥北京保卫战，恳请景帝即位，使国
家免遭倾覆，时人称之为“救时宰相”。后英宗复辟，于谦惨遭
陷害被杀，“都城人士无不痛哭嗟叹”，北京、开封、杭州等地吏
民相继为他建立祠堂，世代供奉不绝。

古人言“三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
不废。于谦德因功显，功以言传，其文其事都在后人辑校的

《于谦集》中。他的奏议说理明白，洞达世事，切中肯綮，足
见经国济世之才。他的文章如风樯阵马，势不可挡，东坡遗
风，奇气犹在。他的诗歌“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
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之上，亦足见其才
之无施不可矣”。 一阴一晴，皆关农事；政之兴废，系民忧
乐。托物言志，以诗明心，兴发感动，皆成文字。于谦常年
奔波于山西、河南之间，行走于太行羊肠之中，他写的与太
行有关的诗就有十一首。如：“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

“马足车尘不暂闲，一年两度太行山。”“两鬓霜华千里客，马
蹄又上太行山。”在于谦心中最渴望的就是下雨，最常做的
就是祈雨，最高兴的就是咏雨：“一声雷送雨，万国土成金。”

“愿将一掬灵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安得天飘都挽取，化
为甘雨润苍生。”在《于谦集》中，有关祷雨、咏雨的诗歌多达
二十三首。而最能代表于谦一生志趣追求的，莫过于《咏煤
炭》和《石灰吟》这两首诗。乌金丹心，石灰清白。两者俱以
石成，原为寻常之物；其色一黑一白，自是人生高格。2003
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检查节日
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讲话引用了《咏煤炭》中的诗句“但
愿苍生倶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意在说明党的各级领导干
部都要以关心百姓的疾苦为己任，都要有一颗像煤炭一样燃
烧自己、奉献人民的赤子之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用典》，就
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乐思想、为民情怀，不断滋养
为民谋利的初心使命，时时处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的位置，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作者为洛阳市司法局二级调研员、洛阳蓝皮书编委会
主任）

“救时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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