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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怀有共同理想的人，才能真
正地走到一起。共同的梦想，才能
使人们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梦”就是
在中华民族中建立起最大限度的
共识，从而能够把所有炎黄子孙
最广泛地整合起来的基本条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积淀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
又百折不挠的民族自晚清以来的
多少期盼与希冀！

读懂“中国梦”，就需要参透
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虚实相生”的
道理。老子有言：“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
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
第二章》)显然，在老子看来，所谓
的“有无相生”，乃为千古不易之
理。“有”为“实”，所谓“实有”；

“无”为“虚”，所谓“虚无”。“有无
相生”其实也就是“虚实相生”。老
子还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
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
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
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

这句话蕴含的道理是：车轮子固
然需要辐条，这是实，但还要有放
车轴的空心，这样方能取得车子
的效用；陶器是中空的，所以才成
为器皿，能够盛东西；屋子要有门
窗，方能住人，才成为屋子。这就
是所谓的“利用”，它正是虚实的

结合。孟夫子固然说过“充实之谓
美”，但他依然强调“大丈夫”要

“养我浩然之气”。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个事物的
成就，离不开形式和质料，两者缺
一不可。形式是空洞的，是虚的规
定；而质料是实的，但却是不定形
的。因此，离开质料的形式，或者
是缺少形式的质料，都无从形成
特定的事物。这实际上也是强调

“虚实相生”的道理。
然而，历史往往是在片面中

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现在的时代
是一个务实的时代，是一个去圣
渎神、入世还俗的时代，是一个没
有“梦”的时代。“世俗化”趋势把
每一个现代人都毫无例外地抛入
了庸常生活，人们都变得很“实
际”，不再追求任何超越的东西，
而是仅仅满足于当下的感受。人
们执拗地认为只有这才是真实
的，它极大地钝化了我们曾经恪
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
这固然真实无比，但同时也不得
不面临一种危险，那就是走向平
庸和恶俗。“物质巨人、精神侏
儒”，正是现代语境中的畸形人
格。现代性就像“温水烫青蛙”，使
人们的心灵在温柔中“死”去，人
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沦。当今时代
流行的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
剑”，它固然打破了文化精英或贵
族对文化的垄断，使得所有人在
文化的分享中拥有平权地位，但
也带来了文化的粗鄙化和肤浅。

“玩世不恭”和“怎么都行”是两大

“现代病”。前者缺乏真诚，一切都
沦为调侃和逢场作戏，无论是对
生命还是对生活。后者则是丧失
选择的尺度而沦为任性，只能是

“跟着感觉走”，对于是非对错缺
乏起码的判断力，甚至走向相对
主义。说到底，这都是因为“一些
现代性的酸”腐蚀掉了今天的人
们内心中的那份理想。人们喜欢
沉湎并陶醉于声色享乐，以至于

“娱乐至死”。“躲避崇高”、解构理
想，一时间成为时髦。

这或许是任何一个处在现代
转型期的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
象，因为现代化过程总是会伴随
着类似的情形。但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另外一层特别的含义，那就
是对过去那个“乌托邦”时代的反
驳。今天的我们在心灵上的无家
可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乌
托邦”幻灭之后的一个历史后果。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症结
是太“实”，缺乏一点空灵。要知
道，没有理想，人们就不可能“诗
意地栖居于世”。离开了空灵，人
们就有可能会被窒息而死。常言
道“做人要大器”，一个民族也要
大器。印度有句箴言，叫做“不要
在今天的祭坛上宰杀明天的机
会”。我们之所以犯短视的错误，
就在于缺乏足够的远见，往往陷
入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式的误区，它使我们丧失掉了筹
划未来的能力。一个胸无大志的
人，是终究走不远的。同样地，一
个缺乏远见的民族，也不会拥有

真正的未来。远大的胸怀、超然的
眼界、宏伟的气魄，归根到底都离
不开对于理想的秉持和坚守。

崇高是有尊严的事物所特有
的性质。走向崇高，乃是人不断地
实现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而只
有在理想的引导下，我们才能真
正地走向崇高。在一定意义上，理
想追求是我们获得文化免疫力的
条件。它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肉体
的羁绊，从而把自己升格成为一
个大写的“人”，一个人格意义上
的“人”。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同生
物学本能妥协，同自己的肉体欲
望妥协，从而不可避免地向动物
式的生存沉沦，也就无从得到自
我救赎。我认为，这正是理想对于
人的生存来说所具有的十分重要
的前提作用。只有理想以及对于
理想的笃信和执着，才能使人们
获得免疫力，从而有一种孤往精
神，能够在各式各样的诱惑面前
拥有足够的定力，以应对时代的
种种挑战。

当然，梦想应该是理想，而不
应该是空想。对于一个民族而
言，不能没有“梦”，也不能只有

“梦”。太“实”不行，太“虚”也不
行，关键是要寻找到某种恰当的
均衡。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智
慧，也是历史对我们智慧的考
验。“中国梦”始终是以“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为其基础和前提
的。我们应当做一个现实的理想
主义者，以“出世”的情怀和态
度，去做“入世”的功夫。

名家“半月谈”

隔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
院客座教授）

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
“家梦”的结合：“国”和“家”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语言联系着民族的
文化血脉。汉语“国家”一词由

“国”和“家”组成，表达了中国
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与西
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
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
维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为
家”、“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
的社会传统，以及“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
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
念。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价值观
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
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
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
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
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
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
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
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
成的集体历史记忆。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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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建立起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能够把所有炎黄子孙最广泛
地整合起来的基本条件。“中国梦”始终是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其基础和前提的。我们
应当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的情怀和态度，去做“入世”的功夫。

隔 冷溶（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
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中国
道路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
幸福生活上。中国梦不仅仅是
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
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
梦的实现，要体现在解决老百
姓关心的一件一件具体事情
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
众感受到这个梦的好处，是真
实的、可以实现的，感觉到这
个梦和他们有关系，愿意为实
现这个梦去付出、去奋斗。由
此，这个梦也才能真正成为凝
聚人民、激励人民的一个实实
在在的奋斗目标。

（据《人民日报》）

中国梦为什么能够

凝聚中国人

实现中国梦

要坚持“五有”

隔 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这阐明了中国梦
的基本内涵。实现中国梦，需要
坚持“五个有”：有路、有魂、有
底、有人、有备。有路是指中国
梦的实现有着中国道路的支
撑。有魂是指中国梦的实现有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指导。有底是指中国梦的实
现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基础和可靠保障。有人是
指中国梦的实现有着广大人民
群众这一历史主体。有备是指
中国梦的实现不会是一帆风顺
的，必须时刻准备迎接挑战。

（据《北京日报》）

从“美国梦”看“中国梦”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

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隔 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院长、终身讲席教授)

美国有个典型的说法，叫“美
国梦”：一个赤手空拳的移民，通
过自己的努力，在美国的环境中，
获得某个方面的成功。

这个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
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
体制对于个人发展的优越性。

我希望，本世纪的华人能创
造一个“中国梦”：全体华人，不分
地域、国籍，集体努力建设一个群
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
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有更
多的人回国：失去的是以个人成
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获得的是
以个人与群体共同幸福为自豪的

“中国梦”。
在这个前提下，我也希望归

国者和国内的人成为同志：摒弃
以关系为导向的旧习性，建立以
事业为导向的新文化，携手并肩
共同探索新道路。

如果大家携手并肩，有可能
以中国为基点推动人类进步。

我记得，“文革”末期，我生活
的江西南昌连蔬菜都要定量，肉
类已经极其缺乏多年，中秋月饼
也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
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

现在的常见食品腐竹、香菇、木
耳、冰糖等。通过中国人民30多年
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崩溃
的边缘，而且能取得举世瞩目的
经济成就。我相信，中国还能在其
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进步并非无可挑剔，
应该欢迎继续批评。比如，我回国
后才知道现在有的大学政治课所
要求的科目比“文革”时期还多，令
人十分不解。显然，中国大学的主
要目的并不是培养从政者，政治课
更不能比“文革”时期还多。中国的
缺点当然不止这一个。但是，正因
为中国的进步有限、不如意处还有
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
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
方面工作。

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的一
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人类发展
的理想。这样的想法，在上世纪80

年代以前出国的华人中大概不是
少数。如果纵观世界历史、依据客
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们可
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
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
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
供了一个可能不同于受宗教极大
影响的西方模式，一个也许优于
西方的模式。

中国的缺点众目睽睽，好像
从来不乏国内外的批评；中国的

优点，有些却没有得到冷静的挖
掘。有位尚未回国的学者说：如果
中国可以自由买卖枪支，将比美
国乱很多。我想说：如果美国没有
宗教，腐败和道德问题可能比目
前的中国还多。一个不依赖宗教
而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文化，就是
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
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
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
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
外批评不需要很多勇气，而且起
的作用不大。在国内，目前还没有
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
梁。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
但不如在国内做得多。目前，还没
有人能赶上“两弹一星”时期的科
学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却为
中国做出那么重要的贡献。

毋庸赘言，如果和西方相比，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甚至很
落后。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中国
不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也
可能在多方面超越西方，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在科
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将在
学习、吸收的基础上，探索超出西
方的模式。

中国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
决。尚未通过艰难的坎，既有勇气
问题，也有具体怎么过的问题，但

是，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内
忧外患(日本入侵、文化大革命)中
走出。中国还有人权问题，但是中
国近年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布
什任总统期间，美国的人权退步
到践踏几十年前签订的《日内瓦
公约》；奥巴马也慑于国内压力，
并没有就当年美国国家对联合国
撒谎、对国际公约的肆意曲解向
伊拉克人民、向世界道歉。

我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文
化根本是优点；中国不热心侵略
是优点；中国不依赖宗教来约束
人民是优点。中国的诸子百家，是
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讨。没
有宗教吓唬人，没有强求他人信
自己才能得救，没有故意以谎言、
欺骗为基础。在美国的生活告诉
我，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
的影响，消失将相当缓慢。宗教的
负面影响去除的过程，会慢于中
国现有的主要问题和各种大毛病
的改变，而且会慢很多。海外华人
并不能影响美国宗教副作用是否
消失、多快消失，而回国来参与工
作，却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
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
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今天可
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
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
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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