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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当高远为国为民
志不立，无可立之事；志不强者，智不

达。志向是人立身行事的意图和决心，与人

的理想、信念、精神紧密相连。人生当立志，

这个道理应是毋庸置疑，但是“为什么要将人

生志向与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又“怎样

能坚定地树立这样的志向”，是当代青年需要

想清楚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要树立为国为民的志向？

解答好这个问题需要对三对关系有清醒认

识，以形成逻辑认同。一是个体与祖国的关

系。“祖国”来自个体民族文化的认同、家族祖

先的传承，生存生活的祖国既是一个地理概

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更是一个法理概念。

祖国为个人的成长提供了物质、精神的滋养，

客观上赋予了个体不同于其他国家国民的精

神和气质。由此，个体与祖国之间具有不可

割断的血脉脐带，个人的发展与成长与自己

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梁启超先生

讲：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

任。不是说身家不当爱，而是说没有国家作

后盾，身家便失去了安全的保障，“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所以，人必真有爱国心，方可成

大事。二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人是社会的

产物，极端的利己，必然损害他人的利益。实

际上利己与利他并非是天然的矛盾，人在做

出利他行为的同时往往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

了利己。把“小我”作为人生志向，而不择手

段达到目的，便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的选择，最

终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应该像青年

马克思那样把为人类而工作作为职业选择。

马克思这样讲道：这（选择为人类而工作）是

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

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

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

存在下去。三是责任与担当的关系。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前进路上充满困难和艰辛，任何对责任的逃

避和畏惧，都没有出路，只会丧失方向和斗

志。要像青年毛泽东那样具有舍我其谁的勇

气，敢于担当重任的信心，“天下者，我们的天

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

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那么，又怎样才能坚定树立“为国奉献、

为民服务”之志？这需要在三个方面打下情

感认同的基础。一是热爱祖国的文化，学好

祖国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包含着璀璨丰富的哲学思想、人

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是爱国主义

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学好中华民族

的历史，特别是要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就会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祖国、对

人民、对党的深厚情感。二是关注时代主题，

深入社会实践。“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学人

“以天下为己任”的风骨仍然值得传承，马克

思主义理论联系的学风必须坚持，要关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坐标，不但从

书本上学习知识，还要走出象牙塔，读好社会

这本大书，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实

际问题。三是开阔国际视野，关心人类命

运。李大钊曾寄语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

类造幸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青年

人更要关注家国大事，既了解中国发展的历

史方位，也要纵览全球，关注人类发展的未来

和命运。今天，面对世界上深刻复杂变化，面

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努力做到

以上三点，有助于学会思考，科学分析，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情感上高度认同“建设祖

国、服务人民”的远大志向。

行必笃勤务实奋进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

要知道怎么样爱国”。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

民族精神中始终充盈着志气和热血，是一代

代的中国脊梁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

命，舍身求法，使得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

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在自五四运动以

来的百年历史上，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

奋斗、凯歌前行，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和人民。先辈们带给当代青年的启示是，爱

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扎根人民，奉献国

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今天的青年人

来说，心怀为国为民之志，当踏踏实实做实

事、务实功。第一要笃行，忠实专一；第二要

勤奋，知行合一；第三要务实，与时俱进。

坚守初心，矢志不渝。在这方面，伟大的

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给青年们树立了榜样。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明确了自己为人类自由

解放而奋斗的初心，无论经历颠沛流离的艰

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一生。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便深切关注国家

民族命运，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

志向，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并在探求中坚

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为之奋斗一生。当代青

年要向革命先辈学习，在践行自己的报国志

向中，不断坚定信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厚积薄发，勤奋有恒。“天下难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青年要把艰苦环境

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也不要轻视小的事情，

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都是伟大事业中

的一部分。要刻苦学习知识，提高为人民服

务的本领，厚积薄发，勤奋有恒，时刻准备在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发挥自己的能量。

在今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了无

数优秀青年，他们中有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战

士、建筑工人、快递小哥，他们义无反顾地奋

战在抗疫一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当代

青年当以他们为榜样，砥砺奋进。

与时俱进，务实创新。今天的中国正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前进路上还有很多艰难险阻，

建设祖国需要各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青年人需要与

时俱进，务实创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

化时代，任何故步自封和循规蹈矩，都会错

失发展的机遇。当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

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等等，都需要

强劲的人才支撑，当代青年当为担当重任做

好充分准备。

历史发展证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

振兴，中国人民幸福，都是靠自己英勇奋斗来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

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

者、畏难者。”置身新时代的广大青年，要坚定

不移地走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道路，把个

人奋斗融入祖国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伟大梦

想，顽强拼搏、奋勇担当，不负青春韶华，不负

时代使命。

立志离不开学经典
自“十五志于学”始，至“三十而立”，除

了“志”而后“立”的意思，再就是一个“学”

字。立志离不开学，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

开漫长的学的历程。从摆脱懵懂、走出蒙昧

到有所挺立，学是惟一可能的路途。在过

去，拿起书本，刻苦学习，从来都是社会共同

推举的积极上进的形象。所谓萤窗雪案、刮

垢磨光，从古到今留下多少悬梁刺股、凿壁

偷光的佳话。可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

盛，传统的学习方式彻底被颠覆，学习的内

容日新月异，学习的媒介花样翻新，学习的

场所更新迭代，连学习的口号也都五花八

门。学习不一定拿着书本，刻苦更不需要囊

萤积雪。最为根本的变化还是学习与立志

无关，从小学到大学，以及从课堂内到课堂

外，虽说整天忙忙碌碌学个不停，却根本不

关心人生的志向。因此，这个时代看起来学

习无处不在，若要从立志的角度看，这学的

意思还得另说。

立志有个基本意思，就是心有所向，这个

立定了，具有一种牢靠性。学习为了考大学，

看起来这个志向也可以很牢靠，其实这不是

心之所向。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是一个人必须

得考取的，最多就是考取了最好，没考取不也

还有很多选择吗？可见这个定不下来，也不

需要在这上面定下来。无论考大学还是选专

业，都不具备这种牢靠性。一个人考取了某

所大学，或入读了某个专业，并不妨碍设想其

他大学或专业的选择。有多少人经历过这种

犹豫或彷徨呢？相反，学若从习经典上而言，

情形就大不一样。一个文明的经典，其之所

以为经典，正在于其牢靠性。这不是在琳琅

满目的书架跟前，既想选这一本又想挑那一

本的犹豫，或者于万千书本中随机抽取一本

的忐忑，而是数千年来就这些经典的笃定。

不同于具有多种选择的大学或专业，一个文

明的经典可没那么多的选择。一个人很难断

定自己入读的大学或专业，一定是最合心意

的，这里头难免有犹豫或彷徨，但自己所习之

经典，则没有任何需要犹疑不定的余地。要

么不想学、不愿意学，但凡要学，就是这些经

典——这种牢靠性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不存在

了，唯独一个文明的经典不会因这个时代而

发生变化。寻求心之所向，惟有走进经典，才

有可能立定下来。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承

载一个人的全部心意，但经典可以。立大志

必须学经典，舍此别无他途。

走进经典没有捷径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让所有人都有

机会打开经典，这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轻

易，而且基本上做到了无论贵贱或贫富，只要

有心，就有可能进入经典。然而，这种机会的

到来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经典与其他万

千书籍并列在一起，并且淹没于爆炸式的互

联网信息当中时，一个人还有多大的可能性

选择经典并沉浸于其中，想想也不比过去好

多少。过去的人们或许难以有机会打开经

典，但不会有人鄙薄经典，可能崇仰还来不及

呢。今天嘲笑经典的人就太多了，因为有太

多的选择，经典成为人们最不愿意、也最瞧不

上的选择。人们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书可以

读，便自以为有了嘲笑经典的资本，这是过去

不曾有过的荒谬。嘲笑经典，决不只是在嘲

笑几本书那么简单，而是嘲笑数千年来最顶

尖的思想者耗尽一生的事业。人们嘲笑经

典，若不是真出于无知，那就是掩饰自身的软

弱无能。

但凡多读了一些书的人，倒不会没有寻

求精神依托的诉求，而是难以树立那种习读

经典的决心和勇气。总想走捷径，喜欢立竿

见影，恨不得遇上那种点石成金的大师，将

一身的腐朽化为神奇的力量。不客气地说，

任何声称一夜之间就能让人脱胎换骨的大

师，不是歪理邪说，就是耍流氓。一个感冒

还得治个把星期呢，事关一辈子的精神依

托，居然因为跟随了某“大师”，就能转眼之

间醍醐灌顶？自以为治好了，焉知不是病得

更深？这种病说到底在于自身的软弱无能，

宁愿在无数的短视频中消耗自身的生命，也

没有勇气确立学的志向。真正有志于学习

经典，没有任何所谓的大师可以仰仗，这决

非包学包会的技术行业，只能依靠每个人自

己在漫长的学习历程中悉心打磨。必须对

经典矢志不渝，经过长长久久的感受和体

贴，终究领会到那最合心意之处，心才能最

终立定下来。此即自“十五志于学”至“三十

而立”的真实历程。

学经典识痛痒
经典年代久远，穿越两千年而与今人

相遇，总不可能作流行状。若感到古雅难

读，再正常不过。人们总觉得没耐心读，

其实心思早放在了别处，有太多的事情要

处理，用一点点闲暇的时间来读经典，感

觉难读，不亦宜乎！要是隔三差五地翻翻

经典，一不小心就读懂了，那就太没天理

了。要说经典难读，也不算错，但要说最

亲切动人的，也非经典莫属。经典就是关

怀天下人的学问，从契合每个人的心意，

到关心所有人的福祉，便是经典所载的学

问。无论何种时代，经典必有穿透的力

量。譬如疫情当下，可谓全民皆伤，不是

感染了病毒就是受病毒感染的威胁。经

典便教人识痛痒，从关心最亲近的人推及

最遥远的人，经典对此都有叙述。没有谁

对所有人都觉得无关痛痒，但为何疼爱这

些人而痛恨那些人，为何这般溺爱而非那

样关心，为何亲近一部分人而疏远另一部

分人，为何对某一个人爱得死去活来而对

父母双亲不管不顾，等等，若不明道理则

虽感痛痒也会张皇失措。经典教人明白

此中道理，让人懂得最契合人心的识痛痒

应该如何表现，有了这种道理的力量，才

可以做到踏实笃定、从容应对。经典学着

学着，让人感觉做人真是得这样做，待人

也真是得这样待，这便是最合心意处。经

典教人在疫情期间以所有人的伤痛为念，

不忍心让任何一个人遭受病痛的折磨，而

为此奋力拼搏，不知老之将至，便是这个

时代最亲切动人之处。获得共和国勋章

的钟南山或者积极推动中医学的张伯礼，

无不因此而成为时代的楷模。可见，若于

此中立志向，必定是大抱负。

如何才能判断手头打开的这本书，是一

本值得用心习读的作品呢？仅以自己短短

的人生历程，很多人都难以准确判断。这就

好比遇到一个令人心动的美貌女子，究竟只

是滤镜用得好，还是涂脂抹粉妆扮出来的，

甚至还可能是整容的效果，在这个鱼目混珠

的年代，很难有人分得清楚。但经典就不一

样，经过历朝历代的鉴定，无论怎样的鱼目

早已原形毕露，能够经受住历史长河的考验

成为经典，一定是最为惊艳的那种。所谓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不读经典就体会不

到这种顾盼生辉的妙处。孔子说，“吾未见

好德如好色者”，说好色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说好德就不免心生推诿。打开经典不大可

能获得第一眼的那种怦然心动，却必定能愈

读愈为之倾心，所谓“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是也。也并非只是年代久远就好，不然介绍

一个千年老妖，岂不更省事。除了这种流传

千古的魅力，还有每个时代最顶尖的思想人

物为之鼎力推荐，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

不学经典。学经典，立大志，以此与青年朋

友们共勉！

（原载于《成都日报》2020年 9月 2日

07版）

前阵子热播的现代都市女性剧《三十而已》，我有写过一篇感想文章，主要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原本“三十而立”自《论语》中的“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而来，自立有待于学的艰辛历程。该剧自作聪明改为“三十而已”，不就是三十岁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仿佛一切都可以轻易

地推倒重来，跟曾经是否志于学没有半点关系。这完全置“十五志于学”而不顾，把一个“立”字看得太轻了。而立之年全在那个“立”字上，自“十五志

于学”始，至三十而立，以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十五载青春年华打造一个“立”字，不难想见其中意蕴丰厚。既可指一般所言成家立业，以三十岁为标

志独立门户，亦可包含人生的精神依托、道德信念或价值坐标等等，卓然挺立，变得笃实可靠。然而，这一切随着“三十而已”烟消云散，一句“不就是

三十岁吗”，竟然不知已重新回到那种懵懂、蒙昧状态。既然可以“三十而已”，接下来就是“四十而已”“五十而已”，直至“七十而已”，一辈子都立不起

来。看似想获得一种轻松、自在，实则不过苟且偷安、自欺欺人。悲乎，现代人对待传统文化的轻率态度，往往习焉而不察！

学经典立大志
——与青年朋友们谈立志

曾海军

马克思曾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在历史长河中，青年始终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

和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

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今天的中国青年应勇担重任，不负时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开学第一课

人生志向要与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海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