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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

阳，朝气蓬勃、积极乐观；是未来祖国建设的中坚

分子，身上寄托着民族的希望。习近平说：“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中国梦根植于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底蕴，自有

生命力，当遭遇社会剧变和文化冲撞时，又被赋予

了全新的意义与更深的内涵。

青少年梦想的高度，决定了国家梦想的高度。

我们编写的这套“中国梦名句名章”系列图书，包

括《中国梦五十名句》和《中国梦五十名章》，分

别以“中国梦想——梦源——梦径”为线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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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历史呈现——文化密码——动力之源”为脉络，精

选从古至今论及中国梦的名句名章，配以简洁的背景介绍

及解读，让青少年同学们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到“中国梦

是什么——中国梦是怎样演变发展的——中国梦要如何实

现”，从而进一步思索如何将少年梦汇入中国梦的大流中。

同学们，或许你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什么是“天下为

公”“协和万邦”，但不妨碍你们从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等不同角度全面了解中国梦，不妨碍你们学习前人为

理想奋斗终生的坚韧精神，须知少年时，明确的目标、真

诚的思考、强烈的决心才是最重要的。

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国家富强、社

会安定、文化繁荣，最为重要的是，“享有同祖国和时代

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语）。梦想是天，祖国

是地，愿你们顶天立地，从经典中汲取力量、开阔视野、

活跃思维、发挥想象、努力创新、茁壮成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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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一  中国梦：历史呈现

1.  人心者，世俗之本也

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

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

盍①为人心世俗计矣。

——摘自龚自珍《平均篇》

①盍：何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
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
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人心是世俗的根本，世俗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根本。

丧失了人心，社会秩序就会混乱，一旦乱了社会秩序，那

【特别注释】

【原文大意】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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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梦五十名章

么就要改朝换代了。统治者要为自己打算，何不从百姓的

人心世俗考虑呢。

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

危机，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以改革

社会为己任。在《平均篇》中，他提出了“均田”的改革

主张，要求随时调节贫富差异，“挹彼注兹”，实现社会

的贫富均衡。对于统治者而言，则不能有过多的贪欲，要

关心民生疾苦，勤俭治国，安平百姓。

【文章评述】



5章一  中国梦：历史呈现

2.  放眼世界，习其长技

《海国图志》①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

书（林则徐）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

明以来岛志②，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③，创榛辟

莽④，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

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

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⑤西洋，

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

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摘自魏源《海国图志》原序

①林则徐做钦差大臣时，令人编译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
理大全》，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鸦片战争后，林则
徐被遣戍伊犁，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

魏源以这些书稿为基础，搜集更多的世界地理资料，编成《海
国图志》。此书当时在中国没有受到广泛关注，流传至日本后
启发明治维新，并成为天皇、大臣必读书籍。

【特别注释】



6 中国梦五十名章

【作者简介】

②岛志：有关海外诸国见闻的著作。

③钩稽贯串：探究考察安排。

④创榛辟莽：草创开辟。

⑤谭：谈。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是近代中国首批
“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海国图志》60卷，它的编撰依据是什么呢？一是

根据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尚书主持编译的西方人的《四洲

志》，二是根据各朝各代的历史记载和地理书籍，以及明

朝以来的海岛方面的书籍，还包括近期传来的蛮荒地区地

图、西方人的言论集；然后将这些资料勾连起来，这是一

件前人没有做过、草创开辟的事。整体来说，关于东南

亚、印度洋的内容，比《四洲志》增加了十分之八；关于

欧洲、非洲、俄罗斯、美洲的内容，比《四洲志》增加了

十分之六。该书用地图和表格来加以探讨，并且广泛参考

大家的议论来加以阐发。

这本《海国图志》和以前的航海图书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大意】



7章一  中国梦：历史呈现

区别在于：那些书都是中国人谈论外国，而这本书则是外

国人谈论外国。这书创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是：为

了借助西方人的方式来攻打西方人而创作，为使用西方人

的方式与西方人谈判而创作，为通过学习西方人的长处来

制服西方人而创作。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魏源认识到

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为了启蒙国人“睁眼看世界”，魏源

受林则徐之托，于 1842 年编定了一部 50 卷的世界地理著

作《海国图志》，率先提出了解外国和学习外国的主张。

1847 年增订为 60 卷，1852 年扩充至 100 卷。此书的创作目

的是让人们了解外国，习其长技，以此来反抗外来侵略，

保卫中华民族。《海国图志》以巨大篇幅详述各国史地，

配以数十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使当时的中国人得以跨

出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既看到了西洋的坚

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

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

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

的“师夷”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峰。然而，由于时代和阶

【文章评述】



8 中国梦五十名章

级的局限，魏源并未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般成为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

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9章一  中国梦：历史呈现

【作者简介】

3.  合为一心，国势自昌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

一曰保圣教①，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

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

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

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②，国不

盛则种不尊。

——摘自张之洞《劝学篇 •同心第一》

①圣教：这里指中华民族的文化。

②循：遵守，依照沿袭。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壹公，直隶天
津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曾是清流首领，后成为洋
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
称晚清“四大名臣”。

【特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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