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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让中国再次成为焦点，如何让外国嘉宾快速读懂中国，会务组特意布置了一个
展台，摆放着九个语种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没有什么方式，能比直接阅读习近平的这本著
作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理解当前的内外政策。

文章是思想的凝炼，又能产生很好的宣传效应，中共历来重视“笔杆子”问题，领导干部亲自写
文章阐述对局势、改革等战略性问题的思考已是传统。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撰写的一系列
文章，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让人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思路和战略能有清晰的了
解，有助凝聚共识。

在去年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习近平早年还曾出版《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书籍。一
贯的语言质朴、思想深刻、无空话套话，有研究者称其为“习式风格”。“习式风格”如何一步步形成？
本报记者检索相关数据库，从一篇篇作者为习近平的文章中，去感受他的语言，琢磨文字背后的思
想境界和信仰追求。

作作者者习习近近平平
从文献数据库管窥“习式风格”

本报深度记者 王海涛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

23年间，习近平在期刊发

表文章至少211篇

截至3月23日，在“中国知网期刊库”
检索，可查到517篇（文章因被转载有重
复）署名习近平的文章，发表时间最早可
以追溯到1989年（因中国知网期刊库能查
询到的期刊文章最早为1989年，所以该检
索结果不一定与实际数量完全符合）。从
这些文章的署名作者职务上，我们发现，
习近平在不同工作地点和不同岗位上，对

“笔杆子”的重视是一贯的，并且身体力
行。

数据显示，1989年到2012年，习近平
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有211篇（不含内容
重复的文章），平均每年公开发表文章约
九篇。

刊发这些文章的期刊范围比较广泛，
既有中央级的期刊，如《求是》、《党建研
究》，也有地方党校的学报，如《中共福建
省委党校学报》；既有管理类的期刊，如

《领导科学》，也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期刊，
如《清华大学学报》。

这些文章涵盖的领域也比较广，涉
及党的建设、干部队伍、经济发展、三农
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学
习、法制建设、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对
外开放等领域。

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能查
到习近平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在1985年
第一期的《人才研究通讯》，文章题目是

《振兴经济要念好“人才经”》
根据“人民数据库”检索获知，习近

平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
版面上，是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二版《正定翻身记》，当时习近平任河
北正定县委书记，该通讯由新华社记者
赵德润采写。

习近平第一次与中共中央主办的
机关刊物《求是》接触是在1994年。那
年，习近平接受求是杂志记者采访后，

《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综合协调能力———
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
近平》的报道刊发在了当年第12期《求
是》杂志上。

两年后，习近平首次在《求是》杂志
发表署名文章《扎扎实实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刊发在1996年《求是》第10期的

“改革开放论坛”栏目中。当时，他任中

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

一贯尊重老干部，30多年

前倡导“尊老”

习近平一向高度重视文风问题，认为
“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他
对文风的重视是从自身做起的。据《正定
翻身记》作者赵德润回忆，他们当时因采
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习近平）在
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有思想又很真诚”是一名新华社记者对
习近平的第一印象，文如其人，“习式文
风”正是其为人做事的映射。

1984年12月7日，署名习近平的评论
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第一次刊登
在人民日报的四版上。在这篇1400余字的

评论中，“习式文风”初露峥嵘。
评论开篇直抒胸臆，亮明观点，“最

近几年来，随着机构改革，一大批老干
部主动退居二、三线，把担子交给中青
年干部。后者如何才能挑起重担，实现
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呢？我认为，中
青年干部尊重老干部，是一个重要条
件。”如此简明扼要和习近平以后讲话、
写文章的风格是一致的。

该文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尊老”
说起，辩证分析“尊老”这一传统美德，其
间更引用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郑板
桥的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毫无做作之感。习近平著文讲话经常用
典，但均是信手拈来，不生硬，这得益于他
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文中，习近平提出“新老干部的交接

班必须是既合作又交替。这里，‘尊老’是
合作的前提，合作是交替的基础。交替是
合作的结果，又是为着新的合作”。这一认
识不仅在当时，即便在当下也有深远的意
义，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深刻的
政治见地。随后，作者又提出了“认真学习
老干部的坚强党性”、“继承老干部的优秀
品德”、“大力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和

“热情照顾好老干部的晚年生活”四点措
施，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老干部的尊重
之情都溢于言表，认为尊重老干部就是尊
重党的光荣历史。

此文真实记录了习近平作为一名刚
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不久的年轻后进的心
声，也是“习式文风”面向全国的首次展
现。全文无空话套话，语言质朴，观点鲜
明，辩证地剖析问题，又能提出具体对策。
那一年，习近平31岁，刚履新河北正定县
委书记一年。

文风问题看似是文章之风，实则折射
的是干事执政之风。习近平本人对此自律
甚严，以实际行动力行倡导，并要求领导
干部落实贯彻。2010年5月12日，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
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
风》的讲话，该讲话在当年第10期的《求
是》杂志发表。

两年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项规定”，八项规定的实施让中国官场风
气顿时一变。八项规定中的一些措施就源
于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如讲话提出了改进
文风的三项措施：“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把改进文风同改进
干部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尤其要加强调查
研究、深入了解群众呼声”、“把改进文风
同改进党风统一起来，特别要大力改进会
风”。

1990年写《为官之道》，特

别强调重廉重法

习近平的仕途起自河北正定，一路走
来，稳健有力，这和他一以贯之的“为官之
道”是密不可分的。这从他早年公开发表
的《为官之道》和《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
则》可见一斑。当下还不时有声音怀疑中
国的反腐能否持续，他们恰恰忽视了习近
平为官一贯的要求——— 重廉重法。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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