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十）

天下之治在人才典出：引用：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2018年 5月 2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和师生座谈时所讲。

引用： 经典释义：
这两句话出自汉代史学

家班固的《汉书·武帝纪》。汉
武帝的元封五年，也就是公元
前 106 年，武帝下诏书让各州
郡推荐人才。让他们推荐什
么样的人才呢？就是“盖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要成
就伟大的不寻常的功业，必须
要有、要等待、要依靠那非同
寻常的伟大的人才。

这两句话实际上是有来历
的。在元封五年之前的20多年
前，司马相如大家都知道，西汉

的著名大文学家、汉赋的作家，
他给汉武帝上了一个奏章，探
讨西南边境地区的防务问题。
在这份奏章里边，他说了五个

“非常”，哪五个“非常”呢？“盖世
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
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什么意思啊？要成就大事，要有
不同寻常的人。这五个“非常”
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20
多年后，把这一串的“非常”，概
括成刚才的两句话“盖有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汉书·武帝纪》

典出：

习近平总书记怎么使用人才：
第一，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说，用人导向最重要、
最根本，也最管用。郡县治，天下
安，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县委书
记队伍的建设。

第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尺
有所短，寸有所长，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什
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
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
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习近
平总书记还引过清代诗人顾嗣协的一

首诗“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
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因为每个人
都有其所长，都有其所短，都有其强
项，也有他的弱项。只有用其所
长，你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否则一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
后果。

第三，用人要不拘一格。那么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主张用人要
不拘一格。我们今天讲，用人不要
唯学历，不要唯身份，不要唯资历，
要敞开宽阔的胸怀，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广纳贤才。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尊重
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 6
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
之帅也”

——《资治通鉴·周纪》

经典释义：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

两句话是出自《资治通鉴·周纪》。《资治通
鉴》是北宋大历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
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德行、品德是才华
的统帅，而才华和才能是德行的辅助因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里边讲了
这么一个故事。

春秋的时候有一位大夫叫智宣子，他
想为自己寻找选择一位继承人，继承智氏
的家族，选谁呢？他选了一个人叫智瑶，他
认为这个人很优秀。但是他同族里边，有
一个叫智果的人，坚决反对。智果说这个
人确实才华很出众，有五大优点：第一是什
么呢？高大威猛、长得很帅、很英俊；第二，
才艺双全；第三，精于骑射，骑马打仗、射箭
很厉害；第四是什么呢？这个人勇于决断；
再还有一条是能说会道。这五大优点，大

家一听就知道，那作为一个优秀的男士就
全了，怎么不能当继承人呢？智果说坚决
不行，这个人虽然有五大优点，但他有一个
最大的缺点，这个缺点一出来，那五大优点
都崩塌了，什么缺点？这个人没有仁爱之
心，道德上有瑕疵。那智果就警告智宣子，
你要让他做了你的继承人，继承了智氏家
族的事业，会有灭顶之灾。

果不其然，这个人贪婪却没有仁爱之心。
所以后来他虽然掌管了智氏家族，但是却使得
后来的智氏家族遭到了灭族这样的结果。

司马光在《周纪》里边，谈到这个故事
的就是警告世人，一般的人不大分得清什
么是才能，什么是道德品质，把这两者混为
一谈，总而言之，认为这个人很贤能，认为
这个人非常有能力。司马光说，这不是一
回事，有道德是有道德，有才华是有才华，
才华是道德的辅助，而道德是才华的统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的系列重要讲
话以下五点是最重要：

第一点，就是爱国爱民。
钱学森曾经在美国留学，他在美国有

非常好的待遇，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冲
破了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们
讲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
国的，那么从钱老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
那颗拳拳的报国之心和浓浓的报国情怀。

第二，就是理想和信念。
年轻时候的周恩来，他面对帝国主义

列强，侵略我中华、残害我同胞、戕害我文
明，他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崇高的理想。

第三点，就是实干肯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被誉为太行山

上“新愚公”的李保国，有人把他称为“农民
教授”，他是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平时有
教学任务，有科研任务，工作也非常忙，但
是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老百姓。

第四点，就是改革创新。

咱们中国文化讲“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实就
讲改革创新的重要。

总书记也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都是讲改革创新的重要。
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可以
说是当今改革创新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
几十年来，袁隆平不断钻研水稻育种技术，先
后培育出了高产、稳产的水稻品种，对咱们中
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不可估量、难以磨灭的
贡献。正因为改革创新，让他不断地前行。

第五点，就是责任和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多大担当才能干

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
上个世纪 80 年代，习近平同志来到河

北正定工作，不唯名，不唯上，踏踏实实，实
事求是，为正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极好的
基础。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只要是对正定
发展有利的事，不管事情多难都要办好、都
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这体现的就是一
种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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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古人早就总结出，宰相起于州部，猛士起于

卒伍，这样的历史现象。历史上，许多名人志士
为官从政是从县一级起步的。

——2015年 1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和中
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子·显学》

经典释义：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两句

话出自《韩非子·显学》，是韩非子讲的。什么叫“州
部”呢？就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什么叫“卒伍”

呢？就是军队的基层单位。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说，要想做宰相，必须首先从州部这样的基层官员做
起。要让你做大将，你首先得学会做副将、做小将，
甚至首先得从班、排、连、营，一级一级地做起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历程为例讲述人
才培养：

第一，成才离不开读书学习。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个

读书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在
家里奋笔疾书，其实在翻译。那么他母亲
看到孩子非常累，给他准备了粽子、红糖，
告诉孩子说，等会儿你吃粽子的时候，一定
要蘸着红糖吃。儿子说，知道了。过了一
会儿母亲进门问，你粽子吃了吗？儿子一
回头，一看儿子满嘴都是黑的。儿子蘸错
了，他没有蘸红糖，把旁边的墨汁给蘸了，
墨汁和粽子一块儿吃下去了，弄得满嘴都
是黑的。这时候母亲说，你嘴怎么是黑
的？这时候他恍然大悟，明白了，蘸错了。

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译
本，就是这个小伙子翻译的，这个小伙子就
是陈望道。所以由此留下了一句话“真理的
味道非常甜”，就是说成才离不开读书学习。

第二，成才离不开锻炼。

实践长才干，历练出人才。广大的基层
永远是培养人才的沃土。从古到今，凡是成
就事业者，几乎都有在基层工作过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他本人几十年的
成长经历，也就证明了这一点。你有了基
层工作经验，你在做决策、思考问题的时
候，你就更能够接地气，通民生，懂国情。

第三，要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和
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说，“环境好，则人才聚、
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说
的是人才的环境，对培养人才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到了河北
正定工作，当时，他发现有一个人叫贾大山，他
是县里的文化馆的副馆长，他写过很多小说，
这些小说有的获了奖，所以习近平同志对这个
人非常注意。到了正定以后，第一个去拜访的
就是贾大山。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时候，在当
时他那个环境下，他就已经开始为像贾大山这
样的人才，创造一种良好的人才培养的环境。

本期通过三个部分阐述总书记的人才观，对什么是人才、怎么培养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分别阐释。
第一部分：什么是人才，即人才的标准问题，选人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用总书记的用典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然后

进一步阐释总结，爱国爱民、理想信念、实干肯干、改革创新、责任担当，这五条选拔人才的标准。
第二部分：怎么培养人才，提出了怎么培养人才的问题。选用总书记的用典是“宰相起于州部，猛士起于卒伍”。然后进一步阐释总结，

成才离不开读书学习、成才离不开锻炼、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和氛围。
第三部分：如何使用人才，提出了怎么使用人才的问题，即人才的任用问题。选用总书记的用典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然

后进一步阐释总结，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用人所长避其所短、不拘一格三个任用人才的要素。

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