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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

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

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既

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

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中国梦”的重要内

容，是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其根本

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

社会的幸福指数。党的十八大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

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

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等等。这些因素的充

实，为“中国梦”增添了更加美丽的幸福光环。

“梦”，给人以遐想、憧憬和激情！人有梦想才有动力，国家有梦想才

有未来。“中国梦”，具有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

心的伟力，它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

信心和力量。“中国梦”，具有开拓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魄力，为探索人类

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对“梦”的憧憬和向往，对“梦”的孜孜追求，贯穿了近现代中国史，

也贯穿了连云港的发展史。

早在少昊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将军崖崖画，描绘了他们美丽的梦想。

此后，连云港这方神奇的土地，孕育了诸如张朝瑞、卞赓、许氏二兄弟、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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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霈、武同儒、刘一麟、朱琳、彦涵、朱智贤等名人雅士，他们或在家乡寻

梦，造福父老乡亲；或驰骋全国，为实现各自的梦想而拼搏。连云港，还吸

引了诸如孔子、石曼卿、胡松年、李汝珍、吴承恩、张振汉、符竹庭、谷牧

等伟人名流，在此追逐各自的梦想，有的还献身于这方秀美的山水。

今天，我们重温伟人、名流的梦，为的是绘就自己的梦，实现自己

的梦。

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在国家区

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连云港的发展得到了党

中央、国务院和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迎来了江苏沿海开发、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等四

大国家战略的聚集叠加。2009年，习总书记视察连云港时对我们提出了殷切

期望：“如果孙悟空的故事有现实版的写照，就是连云港在新的时期新的世

纪后发先至，构建新欧亚大陆桥，完成新时代的西游记”。去年9月7日，习

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连云港第

一时间，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与哈国铁公司签订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首

个经济类项目。去年12月，习总书记对我市“一带一路”工作专门作出重要

批示。在四大国家战略的基础上，今天的连云港又迎来了“一带一路”建设

的新机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从历史的选择和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新时期、新机遇下的港城梦，就

是积极抢抓“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充分发挥连云港的特殊地理区位优势，

努力打造依托大陆桥、服务中西部、面向东北亚、辐射亚欧大陆的“丝绸之

路经济带”东向桥头堡，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陆

交汇点，更好地服务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

献。这是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也是连云港的“城市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共同为之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港城梦，迫切需要有理想、有能力、高素质

的专门人才和普通建设者。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栋梁，也是实现中

国梦、港城梦的有生力量。广大青少年要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

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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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港城梦、我的梦》，不仅选取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不

息的经典代表，也选取了为实现“港城梦”而奋斗不止的典型代表。这个读

本，既是实施“中国梦、港城梦、我的梦”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更是全市青少年学生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

重要抓手。希望广大青少年学生，认真学习，深刻领悟，从这些典型人物的

追梦事迹中，汲取养分，不断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

历史重任，努力成为品德高尚、富有理想、文明有礼、快乐健康、全面发展

的新一代港城建设者，为实现中国梦和港城梦而努力奋斗。

                 中共连云港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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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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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眼看世界”的魏源

1832年春天，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士子以赏花为名集会于北京，满怀激

情地研讨学术问题，议论国家大事。他们主张先发制人，严禁鸦片，抵抗外

来侵略。其中魏源、龚自珍等“薇园五名士”a从此声名鹊起。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清代启蒙思

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

先行者之一。

7岁时，魏源在私塾读书，他非常勤奋，经常苦

读至深夜。母亲心疼他学得太过辛苦，每夜定时熄

灯，但他经常等待父母熟睡后，悄悄用被子将油灯遮

住，默默地读书。

9岁时，魏源赴县城童试b，当地县令指着茶杯

上的太极图，出了个上联:“杯中含太极。”让魏源对下联。魏源摸着怀里

的烧饼说：“腹内孕乾坤。”县令听了很惊讶，问他：“你说说什么叫乾坤

呀？”魏源拿出烧饼说：“天地叫作乾坤，这烧饼一块像天，一块像地，我

把它们吃下去，心里就要想着天地间的大事。”县令等人听了，都称赞他人

小志气大。

魏源生活在清王朝走向没落、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的时代，昔日的

“天朝上国”正处于“时代裂痕的火药桶上”。这样剧烈的时代变化冲击

着魏源的思想。1831年，他作诗揭露鸦片贸易的严重危害，支持中国禁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浙江亲自参加抗英战斗，并且根据英国战俘

的口供，写了《英吉利小记》一书，介绍英国相关国情和侵华意图，提醒人

们注意英国侵略。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热情讴歌三元里人

民英勇抗英壮举，认为“义民可用”，提出要振作沿海人民的爱国精神，来

打败侵略者。

a　指龚自珍、魏源、宗稷辰、吴嵩梁、端木国瑚等五人。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

b　科举时代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清朝称郡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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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8月，林则徐遭贬，经过镇江时与魏源相见，两人促膝长谈，商谈

救国大计。此后，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以《四洲志》a为蓝本，将当时搜集到

的资料和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编著《海国图志》五十卷。随后，又辑

录徐继畲b编写的《瀛环志略》c等资料，补成一百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书中征

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

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

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

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

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魏源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

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

民族安危的地位。他还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

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还包括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

《海国图志》书影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开辟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

风气，为近代忧国忧民的志士指出了新的救国道路。梁启超说：“中国士大

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a　《四洲志》是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简要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

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理志书。

b　徐继畲，晚清名臣、学者，著名的地理学家，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

c　《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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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故里现有故居，为清乾隆初年修造，至今挂有“读古人书，求修

身道；友天下士，谋救世方”、“功名待寄凌烟阁，忧乐常存报国心”的楹

联，折射出魏源的理想和抱负。

“抬棺出征”的左宗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

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歌颂了19世

纪70年代中期，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治

理边疆的伟大业绩。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晚清著

名军事家、政治家、民族英雄。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

到省城长沙读书；14岁时，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

一；18岁后，开始接触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方面的

书籍，为他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但此后的6年中，他3次赴京会试，均不

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实现他的志向。

但他在短暂的迷茫后，决心寻找新的报国途径。23岁时左宗棠写下“身无半

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这是他的人生宣言，也是他

一生的写照。

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的赏识和推崇。名满天下

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

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非

左宗棠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左宗棠。后来，林

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

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列强加快了对中国

的侵略，中国东南、西南、南部都面临严重的危机。



5

1864年，中亚浩罕国a的阿古柏趁新疆内乱，带兵侵占了新疆大部分地

区。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伊犁。朝廷上，面对新疆问题，以李

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他认为，新疆就是失去，对朝

廷也没什么大的损失；就算是收回，也不过是多了一些没用的不毛之地，还

会增加朝廷负担。左宗棠针锋相对，力排众议，他认为海防、塞防同等重

要，新疆不可失。就这样，已经是花甲之年的左宗棠，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

的重任。

然而，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左宗棠面临着“兵疲、饷绌、粮乏、

运艰”的重重困难。清政府拿不出足够的军费，左宗棠不惜借外债500万

两，而且是高利贷。兵疲，他整顿军务；粮乏，他筹集了4 000万斤粮食；

运艰，他集中了5 000辆大车、5 500匹骡马、29 000峰骆驼运粮。风萧萧

兮、黄沙漫漫，1876年4月，左宗棠率领70 000西征大军，踏上收复新疆的

征程。

左宗棠收复新疆示意图

左宗棠凭借长期的积累和高度的智慧，运用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

的战略战术，顺利进兵新疆，很快平定了叛军，至1877年底收复了南北疆。

接下来就是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年近70，因军务繁忙，

a　浩罕国，18世纪初由乌兹别克明格部落建立，1876年被俄罗斯帝国所灭。版图包括今日的哈萨克南部部分地

区、乌兹别克东部、塔吉克与吉尔吉斯部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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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过度，经常咯血。他让士兵抬着一口棺材随行，并安排好了后事。有人

认为这样做不吉利，左宗棠说：“大丈夫出征打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我若战死沙场，就令士兵装入棺材，这不强于马革裹尸吗！”1881年，左宗

棠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配合曾纪泽a的谈判，最终收回伊犁。1884年，清政

府根据左宗棠的建议，设立新疆行省。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纵观左宗棠的一

生，其功绩不是幕府湖南，而是抬棺西征、收复新疆。所以有人说：“中

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

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

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梁启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

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梁启超

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的话语。它穿越时空；

它是历史之声，也是永远的中华民族之声！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近代

著名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伟

大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新旧时代交替、中西文明碰撞下的读书人，“风声、雨声、读书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梁启超一生最好的写

照。他8岁学习写文章，9岁写下千字文，以“百科全书式”的内涵，独特的

视角，实践着自己的言论报国之路，追求着新时代的“齐家、治国、平天

下”之梦。

a　曾纪泽，清代著名外交家，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在左宗棠整军备战伊犁时，曾纪泽在莫斯科

与俄罗斯谈判，据理力争，收回伊犁主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