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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 典章古籍

,

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

汗

牛充栋
。

在五千年来的书山文海中遨游
,

需

择其要
、

选其善而 阅之
,

取其精华
、

去其糟

粕
,

才能于我们有益
。

近翻览古籍
,

复阅 《盛世危言》 一书
,

深

感它是当时一部罕见的全面透视中国
、

睁眼

看世界的绝世奇书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它不

仅唤醒 了中国千百万仁人志士
,

而且深深地

影响了一代政治伟人孙中山
、

毛泽东等
,

说

它是一部影响中国前途的思想巨著
,

是中国

近代 史上的一部惊世之作
,

毫不为过
。

《盛世危言 》 是近代早期改 良思想家郑

观应的代表作
,

其书写成 于 1 862 年
,

书名初

是《救时揭要》
,

后增仃时改名 《易言》刊行
,

自
189 3 年再经增补修仃

,

定名 为 《盛世危言》
。

其是时
,

此书出版轰动全 国
,

影响之巨
,

传播

之速
,

令人睦 目
。

各种版本翻刻发行竟达 10

余万部
,

这在当时就其数量和社会影响来

说
,

是任何一部书都无法与之比拟 的
。

这部

书在
“

戊戌变法
”

前几年
,

还曾由当时的总理

街 门印刷 2 0 0 0 余部
,

分发给文武大 臣参阅
,

影响更是腾播朝野
、

震惊中外
。

这部忧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

富国强民

之志著于笔端的 《盛世危言》
,

是一部旨在兴

利除弊
,

富国强民的政论
,

是一部用满腔热

血写成的绝世雄文
。

它包容宇宙之利 害
,

发

千年之病疾
,

读后震聋发绩
,

催人警醒
。

所

以
,

有识者断言
,

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 史
,

可

以 不知郑观应其人
,

不可不读 《盛世危言》其

书
。

郑观应
,

18 4 2 年生于广东省香山
。

18 5 8

年
,

他 16 岁即放弃 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热衷
的科举考试

,

而崇尚经世致用之学
,

到上海学

习商务
。

在此后 的 20 多年里
,

他担任过买办
,

经营过贸易
、

投资会司
,

是一位熟谙中外商贸

的官商
。

这期间
,

他与近代著名洋务派人物

李鸿章
、

左宗棠
、

张之洞等结为挚友
,

并一 同

办过
“

洋务
” 。

他不仅深通孔孟之学
,

而且广

泛深入地研究了当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
文化

,

是一个
“
圣之时者也

”
的人物

。

可以说
,

郑观应是当时透视中国
、

睁眼看世界的人
。

《盛世危言》一书的影响之广
、

之大
,

以致

能够传到当年像湖南韶山这样闭塞的小 山村

来
,

足以说明传播的广泛
,

思想影响的 巨大
。

少年毛泽东当年有幸与此 书结 下 了不解之

缘
,

极大地开阔 了其眼界
。

使毛泽东清醒地

意识到
,

当时的 中国正处于大变化之中
,

自己

不 能囿守在僻壤韶山之中
,

平平淡淡地度过

一生
,

中国也绝不能 固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

变了
,

而应走出大山
,

去追求真理和光明
。

他

毅然写下 T
“

孩儿立志 出乡关
,

学不成名誓不

还
。

理骨何须桑梓地
,

人生无处不青山
”
的壮

怀诗句
。

年轻的毛泽东就是抱着这样的志向

离开 了家乡
,

走上 了新的人生之路
,

踏上 了救

国救民的征途
。

弹指一挥间
,

一百多年过去 了
,

历 史又翻

开 了新的一页
。

经过漫漫长夜的上下探索
,

经过无数先烈前贤的不懈奋斗
,

中国人民在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引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
,

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

摆脱了在黑暗

中摸索
、

在荆棘 中环顾的困境
,

在解放的大道

上迅跑
,

在科学理论的昭示下奋起
,

使 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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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论欺
。

只有发展
、

壮大
、

强盛
,

才能不受凌辱
,

自

强自立
。

西方国家搞现代化已有 2 0 0 多年的历

史
,

我们新中国才 50 岁
。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看
,

如果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壮年

国
,

那么我们中国就是少年国
。

所谓少年国
,

不是说过去
,

而是讲未来
、

讲前途
、

讲希望
。

“

天地大矣
,

前途辽矣
” ,

壮哉
、

美哉
、

伟哉我

少年之中国也
。

有句谚语说
: “

有三岁之翁 有百岁之

童
。 ”

人之老少
,

国之老少
,

主要看其民族的

精神状态
,

人民的责任心
。

全民族精神振奋
,

人民勇于挑重担
,

上下同心
,

合力奋斗
,

就能

赢得未来
,

其前途就不可限量
。

在今天
,

这种

责任即国家的兴衰
,

是人人有责的
。

《国际

歌》 中有这样的话
,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

主
,

也不靠神仙皇帝
,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

全

靠我们 自己
。 ”

所以
,

振兴不在他人
,

不在他

国
,

发展全在自己
,

全在国人
。

如果我们能以

拿云之手段
,

回天之事功
,

挟山海之意气
,

戮

力奋斗
,

就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克服
,

什么雄关

险隘都能攻取 ; 就能凝聚民心
,

汇集民力
,

集

全国之智
,

创全民之富
,

造国家之强
,

实现富

强
、

民主
、

文明的宏伟目标
,

就会使中华民族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也就能对人类的发展

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那样
,

我们的国家就会如
“

红 日初升
,

其
道大光

” ,

就能是潜龙腾渊
,

乳虎啸谷
,

鹰单试

翼
,

奇花竞放
。

我们深信
,

中国的明天定是
“

前程似锦
,

来 日方长
”

的
,

壮哉
、

美哉
、

伟哉
,

我少年之中

国
。

(责任编校 / 张金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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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经过五十 多年的建

设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 多年的发展
,

人民 日富
,

国势 日强
,

又逢盛世
,

充满希望
。

盛世读危言
,

意味更深远
。

且不说 当今

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
,

经济竞争愈趋激

烈
,

科技较量迅捷难测
,

军事斗争明枪暗箭
,

天下并不太平
。

就国内来讲
,

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也是很多的
。

农业生产怎样再上新台

阶
,

国企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
,

城乡居 民的

需求和生活质量怎样再有新提高
,

科技教育

事业如何加快进步
、

创新和实现产业化
,

国

防建设怎样巩 固壮 大
,

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

略 目标如何实现
,

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 T o) 后
,

怎样抓住机遇
、

迎接挑战
,

如何克

服困难
、

创造辉煌
,

确 实需要国人深思之
。

现实在历 史镜照 中
,

未来在现实奋斗

里
。

盛世读危言
,

意在唤醒人们 的忧患意识
、

大局意识
,

增强我们 的紧迫感
、

责任感
、

危机

感
。

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
,

不可能是一个伟

大的民族
。

当今世界
,

发展神速
、

变化 巨大
,

稍有蜘橱
,

即要落伍
。

落伍则被动
,

落后要换

打
,

历 史上如此
,

现实更是这样
。

今 日之域

中
,

经济实力
、

科技实力
、

国防实力和民族凝

聚力即综合国力的较量
,

是不 以主观愿望和

一厢情愿 的臆想而转移的
,

靠的是顺应世界

浩浩荡荡的潮流
,

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 出发
,

锐意创新
,

合力奋斗
,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机遇可得而 不可求
,

机遇到来要抓住
,

不

抓紧就会稍纵即逝
。

所以
,

每个国人都不能有

丝毫的懈怠
,

而是要善于抓住机遇
,

发展 自
己

,

勇于迎接挑战
,

努力奋斗
。

当然
,

奋斗就会

有艰辛
,

但艰辛孕育着新的发展
,

这是一个普

遍的规律
。

人类社会的发展
,

自然界的发展
,

都是由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 国发展的历 史
,

永

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所以
,

我们就要不

断地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

进
。

要永不满足
,

积极向上
。

须谨记
: “
生于忧

患
,

死于安 乐
”
的至理名言

,

承认落后
,

但不甘

心落后
,

承认差距
,

抓紧缩 小差距
。

瞄准世界

先进水平
,

迎头赶上
,

再展华夏雄风
,

实现伟

大的民族复兴
。

党中央号召我们
,

要学
.

点中国近代史
。

学

中国近代史
,

需读 《盛世危言》
。

找来读读
,

对

于我们认识中国国情
,

了解昨天
,

认识今天
,

面向明天
,

更 自觉而 坚定地推进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恢宏事业
,

将大有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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