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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从用典读懂执政智慧

平“语”近人
� � � �善用妙喻、善讲故事、善引典故是习近平总书记话语体系的特色。 本报通过梳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署名文章等，精选出总书记多次提到的妙
喻和典故等，让我们社区居民跟着总书记引用过的诗词典故，去探寻和领略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略和智慧。

� � � �■【解读】
贾谊名篇《过秦论·下篇》中的这句

话，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法。那
就是，“变化因时”，一切从实际出发。既
尊重国情和传统，又不囿于历史、故步自
封；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不照抄教条、
照搬外国。

习近平明确指出：“准确把握我国
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 使主观

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 按照实际决定
工作方针， 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
作方法。 ”从实际出发，最重要的是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实
际出发， 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依据。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中，习
近平还把中国的特点总结为五点：第一，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
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
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中
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 制定正
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作出符合实际的决
策部署，需要思考的正是这样的国情。

■【原典】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 后事之师

也。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
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
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
安矣。

—————[西汉]贾谊《过秦论·下篇》

■【释义】
贾谊是较早对秦史进行深刻反思的

政论家，在《过秦论·下篇》中他剖析秦

土崩瓦解的原因： 秦朝暴政导致君臣离
心、士民不附，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微
弱无辅”的境地。 从而说明：秦之亡，非
在外力，而在自身。

贾谊提出：“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
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
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
长久而社稷安矣。 ”君子治理国家，要考
察上古的历史，验证当今的时事，并通过
人情事理加以参验， 从而发现治乱兴衰
的规律，探求适应形势变化的方法，做到
取舍有序、变化适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
久安。 他认为汉文帝要“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警惕重蹈秦亡覆辙。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

� � � �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
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 � � �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上接 1 版

“小巷总理”就位 共建“品质天目”

主任：张春妹
委员：孙宜美、倪逸民、陈石富、王经屏

普善居委会

主任：李军
委员：成宝、冯丽忠、牛秀芳、张涛

华新居委会

主任：马钧
委员：赖晓芸、黄芳、陈秀华、朱泓

铁路新村居委会

主任：陈蕴琛
委员：施潇君、梁婷、成庆、汤虎娣

和泰花园居委会

主任：马小慧
委员：吴菊、毕耀亭、沃志浩、王玉婷

地梨港居委会

蕃瓜弄居委会

主任：朱晓蓉 副主任：陈瑜
委员：刘海英、张雯琴、刘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