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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用典》

人民日报评论部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
古典名句，是中华文化长河中

历经砥砺的智慧结晶，是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
多处引经据典，生动传神，寓意深
邃，极具启迪意义。据此，人民日
报社特别组织编写《习近平用典》
一书，全书由敬民篇、为政篇、立
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劝学篇、

任贤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
篇、创新篇、法治篇、辩证篇共13
个篇章组成，旨在对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文章）引用典故追根溯
源的同时，并究其现实意义进行解
读，以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文
章）精神，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的思想精髓。

【【精彩评论精彩评论】】▷▷▷▷
《习近平用

典》的出版，实
在是可喜可贺！
习 近 平 “ 用
典”，到底有何
深意呢？笔者以
为，中华文化，
上下五千年，可
谓是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是一
个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文化宝
藏与思想宝库，
它是中华民族祖

先顽强拼搏、社会实践的智慧结
晶。习近平主席，深知这个宝
藏，引为至宝，深挖利用，付诸
实践，值得称道。习近平主席注
重传统文化，今年春节团拜会
上，习主席关于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的讲话，反响强
烈，深得民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让“家国”文
化深入民心，让忠孝文化发扬光
大，大大助推“中国梦”的早日
实现！

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
得失成败有助于“资治通鉴”，
读历史，知兴替，了解历朝历代
的兴败存亡之规律，明白古今中
外圣贤帝皇的成功之秘诀，有助
于我们的立身行事，何处何
从！

《习近平用典》的出版，不
仅可以说明习近平主席，是一位
重视经典文献的博古通今的读书
人，更是一位“博学于文，约之
于礼”的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只
有体悟圣贤之道，结合社会实

际，化用传统文化，必定能够带领
全国人民，一起推动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而直道
前行！

据悉，《习近平用典》，由人民
出版社隆重推出，这对于号召全国
人民与全党共产党员，学习圣贤文
化，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
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为该书亲自作
序，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组
织撰写了解读文字。全书 26万字，
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
中，遴选出使用频率高、影响深
远、最能体现他治国理政理念的典
故135则，分敬民、为政、立德、修
身、任贤、天下、信念、法治等 13
个篇章，推陈出新，将“故纸堆”
里的典故，赋予了新内涵，把古人
治理智慧，运用于治理现代化的当
代实践。针对每则典故，解读部分
阐述了总书记用典的现实意义，释
义部分诠释了古典名句的深邃寓意。

《习近平用典》，分为平装和精
装两种版本，适合广大党政机关领
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
中专院校师生以及所有热爱中国古
典文化的读者阅读。

《习近平用典》，这是一本普及
中华传统文化的盛世宝典，值得反
复诵读，深刻领会，更要举一反
三，活学活用，从而激发读者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习近平用典》的出版，是读者
之幸，更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时间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期待
《习近平用典》的续集，一本接一本
的出版，掀起传统文化的热潮，让
《习近平用典》，受惠于读者，造福
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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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新语》
习近平 著

▲《之江新语》▲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之江新语》一书，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为《浙江日
报》“之江新语”栏目撰写的232篇短论。

这些短论及时回答了现实生活中人民群
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是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
作方法的生动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光辉篇章。
当前，按照中宣部、中组部的要求，全

党正在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的热潮。本书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也是党
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读的重要
著作。

【【精彩评论精彩评论】】▷▷▷▷
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

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写了 232篇短
论，后，这些短论以《之江新语》为名结集
出版。这些短论提出了许多推进浙江经济
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主张，回答了人民群
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不少多短评是谈
群众路线、谈作风建设的，充分体现了习
总书记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在部署全党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时提出：“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
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
总书记率新政治局常委在首次记者招待
会上庄严承诺：“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
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
份合格的答卷”。这也是新一届党中央的
施政宣言，其中的精神早在习总书记的
《之江新语》得到深刻反映。《之江新语》以
生动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多角度阐述了
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为官之德和为民之
情。文风简洁、平实、精炼，读之如沐清风，
如尝甘霖，也让我们看到了习总书记的亲
民、务实、开明、刚毅和博学的领袖风范。
我们不仅要学习他简洁朴实的文风，更要
学习他带头走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根
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做好群众工作。

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就要增强
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之江新语》中多篇文
章具体阐述了群众路线，强调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干部是人民公仆，在干部的情感生
活中，要把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放在第一
位。在《树立五种崇高情感》一文中，习近

平同志开宗明义指出“情为民所系是基
础，不能做到情为民所系，手中的权就难
以真正为民所用，也就难以真正做到利为
民所谋”。这句话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时下一些干部之所以丧失原则、以权谋
私，就在于他们对亲友、对自我的感情，超
越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党员干部要始终
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多为群众
办好事、办实事，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认
可和信任，把各项工作做好。

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不是一阵
子，而要持之永恒，对群众的感情要永不
褪色。习近平在《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
做好“样子”》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始终牢
记，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
干部对群众感情一旦减退或丧失，就会导
致干群关系紧张或破裂，干部失去群众支

持，将成为岸上的鱼、无根的树，党的事业
就会受到损失。在《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一文中，习近平同志说：“共产党员一定要
服务群众并教育群众，努力做为人民群众
服务的带头人，做人民群众信赖、尊敬的
贴心人。”只有真正做好“样子”，才能在干
群关系的良性互动中，不断保持和发展这
份鱼水之情。习总的这些话语形象亲切、
语重心长，既批评，又鼓励，并指明方向。

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用情要专
一真挚。一方面，习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
要密切联系群众，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办法就在群众中》说：“我们
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解决矛盾和
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

师，深入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习总书记
又在《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主体》中，
告诫干部们“要防止隔岸观火光吆喝、卷
起袖子不干活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的
危害，以及这些问题的对策，习近平同志
在文中都多有交代，关键就是各级领导
干部要对群众真心、对事业真诚，对党忠
诚。

要做好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这
篇文章，领导干部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
要求，在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
上多下功夫，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密切
党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取得
实际成效。习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给
出了许多“言传”，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同
志带头落实“八项规定”是最好的“身教”。

《历史的刀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

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体裁作
品数百篇，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多次
获国家、省市级奖励，进入全国热书

排行榜。其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
载、连载，部分作品入选面向21世纪
课程《大学语文》教材，被全国媒体
广泛关注、评论。享有实力派作家、
学者型作家之称。

曾纪鑫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2月出版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本书从改变历史的角度，选取古代

社会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哲学、经济、
军事、文化等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十一位典型代表人
物，将他们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历史
舞台，用现代人的全新意识，进行多侧

面、全方位的观照与比较、透视与研究、
描述与反思。从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历
史偶然中寻出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把
握历史脉搏与发展线索，勾勒出一幅中
国历史发展的斑斓图景。

【【精彩评论精彩评论】】▷▷▷▷
传统的历史作

者不同，曾纪鑫先生
作为长期致力于文
化历史散文写作的
学者型作家，《历史
的刀锋》一书，以审
美之心结构文本，以
现代启蒙精神关照
历史，文字中每每显
露出恢弘的气度和
深邃的思想，并以此
赢得了批评家和广
大读者的普遍赞誉。

曾纪鑫在《历史的刀锋》前言
中将该书定位为一部雅俗共赏的
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如果说其“雅”
在于视角的宏阔和思想的深邃，那
么“俗”便在于其通俗的文学语言
和戏剧化叙事方式带给人的强烈
的阅读欲望。泱泱华夏，数千年的
文明史，作者仅选取 11个关键人
物来透视其风云变幻，这本身就是
一个非常“有戏”的结构方式。在对
吕不韦、秦始皇、曹操、李世民、赵
匡胤、朱元璋等人的具体描写中，
作者以其广博的知识素养和娴熟
的叙事技巧，赋予每个历史节点以
扣人心弦的意志冲突和情感张力。
在《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
与《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中，
吕不韦以人易货的周密算计、以国
易宗的意外收获，嬴政的童年遭遇
带来的畸形心理以及他与吕不韦
的隐秘关系和爱恨纠葛等，都牵
动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华文化

的发展，同时也牵动着读者的心弦。
《历史的刀锋》通过11个人的具体

的、个人化的、偶然性的人生遭遇，管
窥中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偶
然与必然”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哲学命
题，也是作者谋篇布局、观史论事的着
眼之处。历史由人民创造，但历史运行
的奥秘却在王侯将相身上最为集中、
最为典型地体现出来。数千年的历史
文明在这些人身上凝聚了太多的传
奇，秦始皇身世之谜，曹操真实形象的
歪曲过程，拓跋宏的汉化图强和鲜卑
民族的消亡，李世民的篡位夺权与贞
观盛世，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与北宋的
积贫积弱……这些历史的谜团蕴含着
民族文化的内在肌理，也牵动着中国
历史的脉络与走向。作者探寻历史之
谜，但不简单地、哗众取宠地渲染和破
解，而是始终以一种辩证的眼光观察
历史，在考证和推理中还原历史，在存
疑和提问中反思、升华历史，借由对历
史人事的叙咏，寻求对人生和现实的
深层感悟。他在《不胜重负的黄袍加
身》一文的结尾处写道：“历史老人总
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
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
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
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全书将文、史、哲融为一炉，生动
的文字与巧妙的叙事在给读者带来阅
读快感的同时，又以一种理性和诗性
交融的方式，将人们引向对智慧与人
性、权力与伦理以及个人意志与历史
大势之间关系的反思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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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习近平，陕西富平人，1969年1月参

加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
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

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