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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
求，党的高级干部要“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
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
导职责相匹配”。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多年来，无论是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讲政
治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要求，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特点和优势。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
东同志就强调，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没有
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改革开
放新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到什么
时候都得讲政治”，“要注重从政治上加强自
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讲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
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党必须讲政治，党
员、干部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讲政治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补钙壮
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
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
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
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
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从提出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到要求党员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从增
强政治定力，到强调“心中有党”；从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到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讲政治，一再强调政治问
题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政治上的要求要始终摆
在首要位置，讲政治、增强政治意识是贯穿始
终的思想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过程中，党内有些同志片面甚至错误地认为
政治不那么重要了，有的党员、干部甚至由政
治上模糊变成政治上糊涂，自觉不自觉地犯政
治错误。有的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个人主
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不同程
度滋生蔓延。面对新的时代环境和执政挑战，
面对“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
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
活。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
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决胜全面小
康，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党中央要求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正是为了使党更加团结统一、
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
是打头的、管总的，是根本，确保方向和立场
正确坚定；大局意识是基础，确保局部和整体
协调一致；核心意识是关键，确保全党的集中
统一；看齐意识是保证，确保队伍的齐整有
力。只有讲政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自觉从
政治高度看问题、办事情，才能真正做到服从
大局、围绕核心、自觉看齐。

当然，讲政治不是老调重弹，更不是“文
革”中搞的极左政治，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是基于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
出来的，需要把握新时期讲政治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衡量
讲政治的根本标准是看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政治上的问题，必须从
政治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
手、治本之策。讲政治，就要维护党中央权
威、贯彻民主集中制；讲政治，就要增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
性；讲政治，就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
命，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能力；讲政治，就要求

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
任。牢牢把握这些要求，善于从政治上把大
局、看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
工作，我们才能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行百里者半九十。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
们深刻认识到，讲政治关乎党的前途命运，是
我们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避免犯颠覆
性错误的根本保证。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离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仅有咫尺之遥。在这样一
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
国家、我们的事业都迫切需要不断加强党的自
身建设，敢于迎接挑战，善于把握机遇，使党
成为更加团结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定不移
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讲政治的目的在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
党力量，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共同奋斗。
作为党员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必须坚
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防止和克服忽视政
治、淡化政治、削弱政治的倾向。

首先，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站稳
政治立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
政党相比，其先进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最讲政
治，最懂政治，善于运用政治规律在领导人民
实现、维护和发展利益的过程中，赢得人民群

众的认同和拥护。我们党讲的政治，是有着崇
高理想、远大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
治，是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是革故鼎
新、守正出新的政治。作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
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
要绷紧政治这根弦，增强政治意识，坚持党性
原则，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形势越是复
杂，现象越是纷繁，就越要讲政治，时刻把党
摆在心头正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如此，才能坚定站
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始终牢记为什么出发和
走过的过去，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其次，补足理想信念“精神之钙”，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讲政治，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原则
和规矩，必须坚持思想引领，在固本培元、凝
魂聚气上下功夫。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彻落实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深刻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补精神之钙、
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解决好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而以信
仰的力量凝聚意志力量、统一思想行动。只有
理想信念坚定，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员
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
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最后，切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
格党内监督。历史与现实一再警示我们：人无
规矩则废，党无规矩则乱。任务越繁重，风险
考验越严峻，政治的弦越要绷得紧一些、再紧
一些。讲政治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空喊口号，
而是要落实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和国家
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党员干部的具体行动
上，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
动事业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严格党内监督，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
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
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和实践性，着力增强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
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讲
政治，就必须以铁的纪律确保全党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以严的规矩要求
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为民务实、干事创业谋发
展，团结带领人民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中心主
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如何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 杨金卫

近代历史上形成的少年中国、睡狮

猛醒、老根新芽等文化意象，对于我们

今天理解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仍

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最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中

国梦的伟大时刻。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们伟大
民族还在经历着的劫而不覆、衰而复振的艰苦
历程，近代哲人们曾以一些文化意象，如人生
意象“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动物意象
“东方睡狮”、“凤凰涅槃”，植物意象“老
树新芽”等，比喻古老中国的“旧邦新命”、
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
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

“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人生意象，
隐喻着政治层面的变革：“老大帝国”是延续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代王朝，取而代之的
“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则是现代民主
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一脉相承的是“旧邦”
的社稷江山、祖宗基业，改弦更新的是制度重
建、“直接民权”以至人民当家做主；“帝
国”的臣民、奴隶，通过改造国民性而成为
“新民”、“新人”，成为现代国家国民、现
代社会公民。中华民族通过彻底的政治变革，
实现了现代国家重建，为中华民族再创辉煌奠
定了基础。

“少年中国”梦想可追朔到进入近代前夕
的龚自珍，他写成了《少年揽辔澄清意》、
《能令公少年行》等诗，表达了“更法”、
“改图”、再图振作、澄清天下的理想。容闳
在《西学东渐记》中提到：“借西方文明之学
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
而为少年新中国”。梁启超于1900年发表《少
年中国说》一文，正式推出了近代中华民族复
兴思想发展历程中第一个以中华民族衰而复振
为意境，旨在鼓舞民族自信、激励国人发奋的
文化意象。该文称：“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
人之老少”，以人事代谢言说国之盛衰、民族
之盛衰。他对当时处衰落之势的中国，被日本
人、欧西人称为“老大帝国”，深以为憾、为
耻。认为清王朝“颓然老矣”，然而国家仍有
前途；深信中国虽为文明古国，但从现代国家
的标准而论，还是“少年国”，拥有未来，拥
有希望。

“少年中国”之梦提出后，这一文化意象

或者类似隐喻，在清季即已得到广泛传播。杨
度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湖南少年
歌》，呼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发出了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
言。1908年出版的理想小说《新纪元》，描绘
预言了1999年的中国，称“这个少年新中国，
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1912年民国成
立，使青年一代似乎看到了社会万象更新、国
家刷新振作的希望，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
之后，“青春中华”、“少年中国”之梦以挟
山移海之势澎涌而来。李大钊频频使用“青春
中国之投胎复活”、“少年中华之投胎复
活”、“青春中华”“中华再生”等说法，表
达其民族复兴思想，成为中共党史上系统阐述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由李大钊、王光
祈等人发起，五四时期怀抱着“青春中华”、
“少年中国”之梦的青年们，组织了少年中国
学会，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
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从清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民国时期
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之梦，有一些共同的
思想特质，如：他们都把国家民族看成类似人体
一样的生命，有少年时期、青春时期、衰落时期等
不同阶段，且认识到民族作为群体，不同于个体，
个体生命有其死生灭亡，群体生命则确实可以

“再生”“复活”；他们都不认同中华民族是不可救
药的“老大帝国”，都相信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够获
得重生、新生；他们都认为创造“青春中国”、“少
年中国”，主要责任在中国少年、中国青年，称“制
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先哲们还以“睡狮猛醒”、“凤凰涅槃”等动物
意象，比喻中华民族的重新提振、文明古国的涅
槃重生。近代先驱者在选择以动物比喻中国时，
既非常反感西人、日本人将中国人称作猪，也非
常不情愿使用被清王朝视为帝制、天朝象征物的
龙，他们“宁要睡狮不要飞龙”。在近代中国，“睡
狮”是最足以激发国人之强国梦的中国符号，人
们希冀中国如万兽之王雄狮觉醒后王者归来。国
人广泛使用“东方巨龙”、“巨龙腾飞”来比喻中华
民族的崛起，是帝制终结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
立之后的事情。

“睡狮猛醒”、“凤凰涅槃”动物意象，象征着
中国遇到重挫后的重新发力，隐喻着中国发展动
力的重新启动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军事、科技实
力提振与综合国力提升。犹如动物在惊蛰之后的

苏醒，中华民族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
据现有材料，国人最早谈及从昏睡中唤醒之

意的当出自曾纪泽，他出使英俄期间于1886年用
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论文《中国先睡后
醒论》。该文针对“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
终至败亡之国”，指出“愚以为中国不过似入酣
睡，固非垂毙也。”曾纪泽谈到“中国先睡后醒”，
但并未提到“睡狮”。以“睡狮”比喻当时中国的，
梁启超是较早的一位，他于1898年4月在保国会演
讲中，提到了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1899
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动物谈》一文，再提此
事，并把“睡狮”说的发明权，归之于并未在《中国
先睡后醒论》使用过“睡狮”一词的曾纪泽。有一
类说法，以“睡狮”、“醒狮”比中国之说，源于西
人，尤其是来源于拿破仑，不足为证。

到20世纪初年，“睡狮”、“醒狮”之说开始广
为流行。如1903年，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
军》中有“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
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之语。是年，高燮发
表了一首《醒狮歌》。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
报》，连载陈天华遗著《狮子吼》，其中第二回题为

“大中华沉沦异种 外风潮激醒睡狮”。秋瑾《读
警钟感赋》中称“此钟何为铸?铸以警睡狮。狮魂
快归来，来兮来兮莫再迟”。从清末到民国，还出
现了数种以“醒狮”为名的刊物。

纵观近代史上的以“睡狮”、“醒狮”比喻中国
之说，其要义大致有：中国、中华民族暂时沉沦
了，但绝非“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不可谓为
将灭之国”，而是“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的“睡
狮”，仍有元气，仍有生机，仍有活力，有希望重新
振作，“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中华
民族可以唤醒，但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近代中
国先驱者为唤醒中国而焦灼、而疾呼、而奔走，但
西方人并不希望“睡狮”被惊醒为“醒狮”，还不断
抛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一类言论。我们一
方面对内要提振自信，并要有足够的清醒，绝不
因被恭维为“睡狮”而飘飘然；另一方面要对外展
现文明大国的气象，尽量不给“黄祸”论、“中国威
胁论”以口实。

先哲还以凤凰涅槃为喻，描述从酣睡、沉沦
的中国到走向苏醒、振兴的过程。在近代，凤凰涅
槃之喻影响最大的当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之
诗。该诗以凤凰传说为素材，以凤凰在烈火中焚
烧而获得重生比喻民族复兴。自此，以凤凰涅槃
隐喻民族复兴，以凤凰涅槃比喻中华民族的浴火

重生，成为流行颇广、影响较大的经典话语。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讲话中，
称抗战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
程”。

最后，先哲还以植物意象比喻民族复兴。影
响最大的当属陈衡哲、梁漱溟等人的“老根新芽”
说，旨在昭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迎来伟大复兴
的春天。

陈衡哲在1926年出版了《文艺复兴小史》一
书中指出：在文艺复兴初期，是偏于复古的，“后
来到了盛极将衰的时期，却见老树根上到处产生
新芽了。这是伟大新文化产生时的一个普遍现
象”。他希望中国发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
运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老树根上“到处产生新
芽了”。梁漱溟在1934年7月发表的《精神陶炼要
旨》演讲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
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
言”，“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
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
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
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
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
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
新芽来。”

老根新芽”植物意象，主要是文化层面的
一种象征：在中华文化这一“老根”上嫁接、
生发出民主、科学的“新芽”。在新儒学理论
里，类似的说法还有“返本开新”、“保内
圣、开外王”等。“老根”与“新芽”两者相互
依存，没有“老根”，“新芽”无从生长，没有“新
芽”，“老根”无从焕发生机，既要守护传统文化
的根基，又要促成现代文化的新生，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老根新芽”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
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的内涵，也具有
启发意义。一方面，民族复兴不是复古，不是
要重复过去的故事，而是要通过现代化建设，
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社会
再次作出重要贡献。在全球化、现代化趋势成
为现代国际社会潮流的背景之下，创新是最好
的继承，适应潮流是最佳的守护。另一方面，
民族复兴也不能忘本，不能连根拔掉，创造新
文化决不能离开老文化。

(作者系鲁东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

少年、醒狮与新芽
□ 俞祖华

“干”字，两横一竖，喻示一根

扁担、一根秤杆、一根标杆。读懂了

“两横一竖”，也就掌握了当领导、

做干部的核心要义。
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极富智慧。许多

字，不仅形甚美，而且意很深。如今书店里
所谓的官场“宝典”汗牛塞栋，许多都可归
于“有价格、没价值”之列。其实，只须用
心研磨好干部的“干”字，把“两横一竖”
读懂了、吃透了，也就掌握了当领导、做干
部的核心要义。

仔细观之，“干”字的“两横一竖”，
多么像“一根扁担”、“一根秤杆”，再加
上“一根标杆”！

“扁担”，意味着担当。干部的职责就
像桥，桥的价值在承担。当领导做干部就要
挑担任事、守土尽责。社会上有“无官一身
轻”、“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的说法，虽有
些“事不关己”的消极，但也不乏“在其位
谋其政”的道理。既然上了“官场”、做了
“高个”，就不可以“一身轻”，就要能顶
“一片天”。有的同志相信“好马出在腿
上，好官出在嘴上”，占着扁担不挑担，号
子喊得不可谓不响，实际上是“扁担摆肩
上，装作挑担样”，甚而把“扁担”竖在旁
边做靠背，或者搁在屁股下面当凳坐。挑夫
最能走稳走快。以扁担做享受用，弄不好就
会“人仰马翻”。还有，担要挑两头——— 一
头挑物质，一头挑精神；一头挑发展，一头
挑安全；一头挑机关，一头挑基层……顾这
头失那头、重这头轻那头，“一横”就会变
成“一撇”或“一捺”。这样“干”法，即
便还可以看得出是“干”，也会因七歪八
倒，而显得十分难看。

“秤杆”，意味着公正。当领导、做干
部是“替众人做事”、“做众人之事”，属
于“用民之权、为民服务”，处理问题尤需
坚持公事公办，确保公平公正。“水平不
流，人平不语”，群众信得过，你才能走得
稳。有的同志“秤杆”意识差、法治观念
淡，把“公家”当成“自家”来管、把“班
长”当作“家长”来当，“想用谁就用
谁”、“想给谁就给谁”、“想欺谁就欺
谁”；有的对老部下、老同学等“面熟的”
关照三分，对喜欢“跑”、喜欢“拍”等
“ 嘴 甜 的 ” 倾 斜 三 分 ， 对 动 不 动 就 要
“告”、就要“闹”等“性急的”迁就三
分。如此这般，自然不可能当好领导、做好
干部。谁都会有远亲近邻、有好恶喜厌，但
党员干部讲的是“立党为公”，搞的是“五
湖四海”，不能感情用事，不允许公权私
用。如果搞亲疏有别，让“圈子”盛行，利
益分配“与能力无关，与背景有关”、“与
规则无关，与勾兑有关”，这样必然会坏了
风气、散了人心，最终既害了单位、也毁了
干部。

“标杆”，意味着示范。“治人者必先
自治，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须自
成。”那句“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的老
话，到啥时都不会是“过去时”。有“带
头”就会有“带动”。当领导、做干部，台
上讲的时候要“说得好”，台下做的时候更
要“干得好”。官员的“不言之教”，是无
声的命令、无字的指示，会更令人信服、让
人折服。虽然“十全十美是上帝的尺度”，
但追求十全十美应当是为官从政的尺度。当
领导、做干部，标准要求不能同高于普通群
众，甚至“当群众的尾巴”，就是应当在各
方面对自己更苛刻一点，追求更高一些、做
得更好一点。这是基本的为官之德，也是重
要的领导方法。

再看“干”字的框架结构，同样耐人寻
味。简单三笔，干净利索——— 这是说，作风
上不能拖拉疲沓，必须说干就干，紧抓快
干。没有点撇捺，没有弯勾折——— 这表明，
不能投机取巧，八面玲珑，必须老实本分、
真抓真干。转过来看“干”，就是战士的
“士”——— 这告诉我们，“干”本质上就是
“士”，不同之处只在于应当比“士”站得
更高、干得更欢。

干部姓“干”，思想觉悟、精神作风体
现于“干”，能力素质、实绩进步来自并见
之于“干”。当一个好领导、做一个好干
部，就必须恭恭敬敬地写好“两横一竖”。
只有把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心、很用情，写得
很有劲、很有力，写得很到位、很饱满，才
能“写”出当领导、做干部的动人神采与无
限精彩来。

“两横一竖”

看干部
□ 凌焕新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站稳政治立场；要补足理想信

念“精神之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要切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

党内监督。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