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释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

句 话 最 早 的 出 处 是《荀 子·王
制》，它的原文是，“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就是君主就像是船，而老
百姓则像是水，水可以把船托起
来，也可以把船掀翻。

荀子的这个比喻当中其实
包含着民本思想，就是老百姓是
重要的，老百姓是一个国家统治
的根基，荀子的这个比喻，用水
和舟来比喻老百姓和君主之间
的关系，这个比喻非常地形象。
朝代更替的历史当中，我们一次
又一次地看到了水是怎样载舟
的，水又是怎样覆舟的。比如说
隋朝，隋炀帝做的很多的事情，
我们站得极远的时候，站在历史
的高度，当我们站在鹰的高度的
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积极的，
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但是
历史不能只有这一个维度，看历
史的时候，不能只站在鹰的高
度，站在两千年、一千年的尺度
上去看历史。其实看历史的时
候，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当时，
看人的生命的尺度。如果站在
人的生命的尺度，去看历史的
话，那么隋炀帝做的这些事情，
对于隋朝治下的老百姓来说，那
么快的节奏、那么高的速度、那
么高的频率的战争和劳役，对于
当时隋朝的老百姓来说，就意味
着非常现实的苦难。

那么老百姓没有办法。在
这时候愤怒的老百姓，一滴一滴
的水就汇成了一个愤怒的巨浪，
这种愤怒的巨浪，最终推翻了隋
朝的政权。这就是我们在隋朝
灭亡当中看到的非常形象的，水
是怎样覆舟的这个过程。

隋朝灭亡的过程，唐太宗他
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隋朝

“水则覆舟”的那个教训，在他的
心里边仍然是非常之鲜活的。
他知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
道理。而这番道理，他是从自己
的生命经历当中体验出来的，所
以他信，所以他能够接受批评。

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唐太宗
是能够接受批评的，所以才有了我
们大家都学过的“贞观之治”。

关于“贞观之治”，其实我想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好像到了“贞观之治”
的时候，唐朝就非常地强盛，已
经超过了隋朝。其实唐朝的强
盛还在后边，要到“开元盛世”的

时候。在“贞观之治”的时候，如
果论到唐朝的国力的话，不管是
谈人口的数量，还是说仓库里边
仓储的物资。其实这个时候的
唐朝，都比隋朝末年还要差得远
得多。那么为什么人们如此怀
念、如此称颂“贞观之治”呢？那
个“贞观之治”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子的呢？

我 们 看《贞 观 政 要》的 描
述。它说道路行旅十分安全。
旅行是安全的，路上没有打劫
的，没有拦路的。监狱里头也常
常是空的，没有犯人，没有人犯
罪。田野里边放牧着牛羊。人
们离开家的时候是不用关大门
的。因为连着几年都是大丰收，
所以粮食便宜极了，一斗只要三
四个铜钱。出门旅行的时候呢，
从长安到岭南，从山东到大海，
都不用随身背着粮食，路上都可
以买到粮食，是可以置办到你要
吃的、要用的东西的。而客人、
行旅之人，从山东的村子里边路
过的时候，村民一定会好好地款
待，而且临走的时候还有送干粮
的，这就是唐朝人描述当中的

“贞观之治”。如果论国家的力
量来讲，它不是特别强大，它不
如隋朝末年的时候，但是这个

“ 贞 观 之 治 ”它 和 谐 、安 静 、美
好。这个时候的老百姓，就像是
蓝天之下平静的海水，它托载着
唐王朝的大船向前走。“水则载
舟，水则覆舟”，一两个的老百姓
微不足道。但是当他们聚集起
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国家兴亡的
决定力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
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
都不能忘却。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
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会一事无成。我们要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
群众批评和监督。心中常思百
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使
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
任和拥护；使我们的事业，始终
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
的力量如此庞大，作为为政者就
要施仁政，善用这种力量。我们
今天一直强调，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过
上美好的生活，要闪解民心之
忧，要善谋民生之利。

引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016年 10月 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所讲。

“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

——《荀子·王制》

“治国有常 民为本”

引用：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2016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所讲。

典出：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淮南子· 论训》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治理国家的原则，最根本的就是要利
民，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经典释义：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出自 《淮南

子· 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
原则，最根本的就是要利民。利民呢，就是要
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和《战国策》，在
谈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的时候，就用到
了这句话，“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
经，而令行为上”。赵国是在华夏诸国当中比
较靠北边的，和游牧民族杂错而居。游牧民
族是骑马的，所以他们的军队行动起来机动
性是非常强的、非常灵活。所以赵国在跟游
牧民族杂错而居的时候，就常常吃亏。在屡

战屡败之后，赵武灵王决定引进骑射技术，
建设自己国家的骑兵队伍。

骑射技术，今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
当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引进。

它改变了骑兵的整个服饰系统，这对于华
夏民族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挑战、巨大的
心理挑战。

但是赵武灵王想了又想，还是下定决心“治
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既然胡服骑射是一件可
以保护赵国人民生产生活的事情，它是一件利民
的事情，那么排除万难也要搞下去。由此带动了
整个赵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运动才轰轰烈烈
地开展，赵国的国力才达到了最强盛。

引用：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

学和师生座谈所讲。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周易》

经典释义：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出自《周易》，是《周易》

六十四别卦当中的第四十二卦，它的原文是说，“君
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说的其实就是做人
修身的道理：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更好的人，怎
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公民？那就是要看见自己不如
别人的地方，看见别人比自己更好的这些地方，就
要向他学习。向那些更好的东西靠拢，这叫“见善
则迁”。那么当你发现自己有些事情做错了，有些
事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怎么样呢？一定要改正，
要不怕改正错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你才能不
断地进步，才能做一个君子。放到今天就是我们才
能做一个合格的、更好的公民。

在这八个字当中，可以把它分解出三层意
思来：

第一层，就是我们要抱持着一颗永远向上、
永不满足的心，要不断进步的要有一颗向上的
心。不管是“见善则迁”还是“有过则改”，它说
的都是要进步，我要更好，我要让我自己变得更

美好起来。
那么它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苦练内省的功夫，儒家提倡“吾日三省吾
身”。“省”其实就是自我检查。不断地内省才能
够不断地进步。

那么这句话还有第三重的意思，就是说“见
善则迁”，当你发现比自己更好的人和事的时候，
你究竟应该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做到见贤思齐。
所以我们看到的古代那些最优秀的读书人，他们
是能够把书读进生命里、读进血液里来，把读到
的道理化成为自己的行为，并且作用于社会。古
代那些最优秀的读书人，是非常善于自省的，是
勇于改过的，是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在实践当中
不断地磨砺自己不断取得进步的。那么在科学
技术上、在物质上、在知识上，我们可以傲视古
人，我们也应当傲视古人，我们应当比古人强。
但是在精神上，古人所指示的这些进步的路径它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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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二）

本集旨在阐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使用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见善则迁，有过
则改”、“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典故，从重民生、兴民德、得民心三个角度阐释总书记的思想，解读了“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老百姓有更
多的实惠，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教民以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
人心向背决定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等重要论述，展现了总书记对古代仁政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典出：

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