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境、愿景与“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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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安立志(杂文家，著有杂文集
《崎岖中国》等)

梦，是一个神奇而又严肃、
虚幻而又现实的话题。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长期
以来，给人一种虚幻、迷离、荒
诞、神秘的感觉。一般说来，梦具
有显著的个体性与多元性。每个
人的梦境都极不相同，“同一个
世界，同一个梦想”，其所表达的
并 不是梦 ，而是价 值 与 追 求 。
CCTV曾对人们的梦想进行街
头采访，小学生梦想“今后不用
写作业”，姑娘梦想“找到理想的
男朋友”，大学生梦想“顺利考上
研究生”，老年人梦想“身体健
康、子女孝顺”……不过，这些梦
想也不是梦，而是期望与理想。

梦是否具有现实性，似乎是
一个无须讨论的初教级。在我
国，带有梦字的古代成语可以列
出上百个，如黄粱美梦、南柯一
梦、白日做梦等等，这些成语的
共同特点是不承认梦的现实性。
但在一些学者眼里，梦并非虚无
缥缈或离奇荒诞的事物。奥地利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
介绍了一些学者关于梦境与现
实关系的意见。亚里士多德认
为，“梦不是源于超自然的显灵，
它 仍 然 服 从 于 人 类 的 精 神 法

则。”哈夫纳说：“梦是清醒生活
的继续。”莫里则认为：“我们的
梦实为我们之所见、所说、所欲
与所为。”这说明，这些学者还是
倾向于梦幻世界与现实世界存
在某种程度的连接性。

梦并不总是局限于个体精
神世界的潜意识，国家、民族也
可以有梦想。中国现代著名学者
林语堂指出：“无论个人和国家，
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
照梦想而行事。”(《论梦想》)这样
的梦大体接近“中国梦”的概念
了。这类涉及国家、民族命运与
前途的梦想，通常指的是政治愿
景，是理想与抱负的代称。英国
思想家罗素指出：“人类由于对
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
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不满，而梦
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
会。这样的事古来如此。”(《罗素
论自由》)不过，这样的梦境，并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勾画出
来的，揆诸史籍，往往是一些先
知先觉的人物，出于对未来社会
的追慕与向往，从而描绘出了未
来世界的美好图景。

在欧美文明中，有关未来社
会之梦，我以为，主要体现在古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
尔的《乌托邦》中。现代意义上的

“美国梦”同样如此。美国黑人民

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1963

年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
想》。他的梦想有着深刻的、具体
的要求与内容。他指出，“如果美
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
梦想必须实现！”这篇演讲影响了
整个世界，也编入了我国的中学
教科书。马丁·路德·金本人却在
这次演讲的5年之后遇刺身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
明古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同样对
美好的未来社会充满向往与憧
憬。不论见于铜鼎或竹帛，都可
以看到“中国梦”的远古雏形。历
史最为久远的大约是黄帝的“华
胥之国”(《列子·黄帝篇》)。另一
个著名的“中国梦”则是孔子的

“大同社会”(《礼记·礼运》)，孔子
提出了“小康”与“大同”的概念。
在近代史上，康有为的《大同书》
发挥了孔子的“大同”思想，附会
了公羊三世论，套用了西方的一
些政治理念，他认为，人类社会
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
世”的规律发展，最终达到“政府
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
同世界。

1933年，《东方杂志》在第30

卷第 1号上以《新年的梦想》为
题，发表了全国各界名人的244

个梦想。柳亚子先生说 :“我梦想
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
的大同世界。”马相伯老人梦想：

“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
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
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楼
适夷先生梦想：“做一个未来中
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
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
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1月11日
天下网)《新年的梦想》不仅是对
当时知识界所做的社会调查，也
是对未来中国的预测。

习近平总书记今天提出“中
国梦”，与过去相比，不仅时代不
同，而且内涵迥异。总书记指出，

“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梦想。”何谓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至少体现在党的
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
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
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这是党和国家的宏伟蓝
图，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愿景，
这也就是伟大的“中国梦”。而中
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则
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径。总
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
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体现了国
家与人民精神、利益的一脉相
承。考虑到我国的发展差距，国
家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应当
尽量考虑其针对性、差别性与实
效性。

名家“半月谈”

隔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

实现美好的梦想，总要付
出艰辛的努力，无论对于国家
还是个人，都是如此。而实现

“中国梦”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缺乏公平和公义!

曾有学者做过专门分析，
发现光有市场经济，不会带来
公平的分配，相反，市场经济可
能会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扩大。
市场经济加上一个公平的权利
分配制度，才会有一个公平的
收入分配。中国现在的市场制
度并不完善，主要的原因就是
背后的权利基础影响了市场的
公平。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核
心是建立现代权利分配制度。
因为权利分配制度到位、归位，
产权才能到位。所以我们在收
入分配上要公平、公义，在制度
上要公平、公义。

（据人民网）

实现“中国梦”的

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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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并不总是局限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潜意识，国家、民族也可以有梦想。这类涉及国
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梦想，通常指的是政治愿景，是理想与抱负的代称。

隔 程冠军 (中央党校《理论
网》采编中心主任)

“中国梦”向人民群众解
读了人民期盼的共同富裕，解
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
时，让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中国
人民找到了自己的“中国理
想”。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他们
需要的是通过最通俗、最易
懂、最朴实的语言来预知和憧
憬自己的未来。在今天这样一
个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如
果我们仍然停留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诠释和
解读上，就理论谈理论，认为
所谓经典就是大部头、就是高
深难懂，并用这些去和群众说
话，群众怎么会听得懂、听得
进去呢？

（据《学习时报》）

“中国梦”很好地

体现了“大众化”

“中国梦”着眼于

人民的幸福、尊严

隔 辛鸣(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梦”之所以是人民
梦，是因为它最终着眼点是为
了人民的幸福。“中国梦”首先
体现在要保证人民更加幸福，
比如让老百姓上学能有学校，
而且学费还不高；就业能找到
工作，而且收入还不低；生病去
医院看病，能有医保给我们解
决大部分药费；老了有社保养
老，不用担心自己到了晚年没
有地方住。这就是每一个中国
人实实在在的民生梦，这是人
民梦的第一个层面。但是，仅仅
有这一层面还不够。我们还要
看到，人民梦还体现在让人民
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我们的各
项权利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据新华社）

“中国梦”里的历史记忆
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身；无论飞多高，也飞不出心。强汉盛唐并非过眼烟云，康乾繁荣

不是昙花一现。复兴的含义是：我们曾经辉煌过，如今还想那样。中国有许多可能的未来，但
是也有许多已经的过去。“中国梦”很丰富，既要追随梦幻，也要拾撷梦根。

隔 徐宏力（美学与国学研究学
者、青岛大学副校长）

孔子是有梦的人，有梦的人
有灵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说，我
衰老得厉害，很久没再梦见周公
了！人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圣人做梦分量重，不似凡心惦记
梦中情人、财迷幻想捡个钱包。孔
丘一生试图端正礼乐文化，授徒
立说累嗓子，周游列国累腿脚；晚
上入梦复见周公，拜谒制礼作乐
的原创首脑。孔子老年失梦，感叹
不已。没梦的生命气数将尽，连梦
都不做，还活个什么劲儿？春秋时
代礼崩乐坏，孔丘业未竟身先衰，
伟大的遗憾即圣人的无奈。他自
己可能没想到，在无奈中留下了
可以无限诠释的精神财富。如果
他不做，子孙需要从头开始；如果
他做完了，还有子孙什么事？

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身；无
论飞多高，也飞不出心。花的鲜
艳里有根的珍藏，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社会和谐是千百年来华
夏儿女的不懈追求。民族复兴更
有历史感，是枝叶对根系的眷
恋。强汉盛唐并非过眼烟云，康
乾繁荣不是昙花一现。复兴的含
义是：我们曾经辉煌过，如今还
想更辉煌。中国有许多可能的未
来，但是也有许多已经的过去。

“中国梦”很丰富，既要追随梦幻，
也要拾撷梦根。

中国文化的历史感表现在体
制内。巫史文化是商朝主流，史与
巫、祝、卜均为宗教官，都承担史
官责任，记录宗教典册，执祖法，
观天象，推演兴亡之道，都有半仙
之体。周朝建设礼乐文明，天神地
位降低了，史记更纯粹，说的都是
人话。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
国之志 ,内史掌书王命 ,外史掌书
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古字“史”指“记事者也”。庞大的
史官集团说明，文化轴心时代在
制度建设上保证了民族不会健
忘，博闻强识，以史为鉴，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史官责任如今转移
到学术界，精英文化代表“大传
统”。盛世修史，培植中国梦根。

生为中国人就是一辈子的
事。我不理解现今的流行时尚，为
什么脸黄不好，头发黄就好。抹上
什么霜，脸白了，显得脖子更污，
好像洗脸不洗脖子一样。中国早
期的人类学家自称为“金色人
种”，似乎也不怎么自信，精英都
没了精神，只有文化自残的份了。
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反差大，
浅色更清纯，深色更清幽，是上天
赐予的永恒美丽。

道理道理，“道”不变，“理”在
变。道是永恒的高层通则，理是发
展的深层规律。文化中有不朽要

素，作为“集体无意识”，已经凝
聚成国人的文化本能，铸就了民
族延续的文化耐力与国家恒力。
思想与精神不一样，思想在脑，
精神在心。孔子的思想不一定全
对，但是他的入世精神永远正
确。仁者爱人、天下为公、自强不
息、温故知新、虚怀若谷……很
多经典原文凝结为成语，流动于
民间，不断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
着品德照妖镜与智慧教科书的
作用。

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伟
大变局”，摸着石头过河，踩实了
才能真下脚，谁也保证不了每一
次试探都是正确的。现代化的代
价有时很大，以利益驱动为核心
的市场经济，使人变成经济动物，
丛林规则泛滥，价值观在某些方
面都退步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回
归就是提高。治中国现代病需要
中药，这是深度国学课题。历史虚
无主义与全盘西化并存。西方经
典不进行本土过滤，在解决中国
问题时会出现药毒，副作用很大，
治好了一个病，又带来另一病灶，
挖出一枚地雷，又埋下另一个隐
患。当年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学养深厚，一旦在世界框架内回
眸传统，他们反而觉得国学最值
得坚守，用疏朗的中国文化治疗
当代的物质疲惫，综合调理，阴平

阳和，充满灵动弹性，可提高文化
自愈能力。大师们的心灵回归实
现了凤凰涅槃。中国是四大文明
古国里的唯一幸存者，原因便在
于善炼文化内丹，不断修复元气，
保持生命活力。

庸俗进化论认为，凡是过去
的都落后，凡是现在的都先进。在
工业技术上，后来的一定超越前
面的；文化上则不然，时间的先后
不能代表水平的高低。唐诗宋词
是中国有韵文学的巅峰，至今无
有超越。孔子是教师，我们也是教
师，除了个别自命不凡者，没人敢
与老夫子比高论低。古学中有落
后的东西，但不全落后，甚至可以
用来教导明天；今学中有先进的
东西，但不全先进，有些甚至比古
学还陈腐。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这不错，
但唯创新论就错了。对于多数人
来说，能规范而有责任心地做好
分内工作，就很优秀，守成是进步
的基础。指望人人创新，只是良好
的愿望，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从
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创新是精英
责任，原创更是高深学问与高智
商工作，不易进行大跃进式的群
众运动。失去厚重文化积淀的“伪
创新”会催生自以为是的泡沫，泡
沫飘得很高，碎得也很快、很彻
底。即便留下痕迹，也是文化垃圾
或学术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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