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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用典艺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秉持“返本开新”的文化自信态度,又
立足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实践,闪耀着坚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要义的文化“两创”方针的

思想光芒,鲜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中国智慧及育人指向,赋予其用典艺术以宏

阔的思想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维度具有天然的互通性,而典故作为具有浓

缩性与传承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彰显着思想与情感“聚合体”特征,能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价值重构提供重要思想文化源泉。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内涵及特色,探索其用典艺术的历史厚

度、文化底蕴与现实深度,发掘其中丰富的育人智慧,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时代实践,也对重构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内容和方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重构,应坚持守正创新

原则,把握育人“方向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时代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原则,突出育人“历史感”与“时

代感”相贯通的现实指向;坚持博采众长原则,彰显育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文化底蕴。 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重构,应将传统思想文化精神联系于治国理政现实问题,并在“以文化人”语境中使先贤

价值理念与当今时代主流价值观紧密呼应,凸显育人广度与深度、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 思想政治教育

的方法重构,应发掘中华人文经典中传统思维方法的新时代内涵,教育对象形成健康向上的国家观、人
生观、义利观等;还应创新运用传统文化实践智慧,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地强化目标导向、加强榜样

示范、开展因材施教,以及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提供指引。 思想政治教育应在“以典育人”视域下,发挥好

中华文化典籍的新时代价值,不断开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育人学理依据、拓展育人话语论域、丰
富育人价值意蕴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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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淀中,以其智慧和精神力量形成典故这一富含历史底蕴并体

现先贤价值理念的思想文化标识。 据《辞海》《辞源》释义,典故可指典制和掌故,或古诗文所引有来

历的故事和词语,或大众熟悉且具教育意义的人物和事件。 典故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化穿透力,彰
显着思想与情感“聚合体”特征。 作为生发于历史时空和实践“场域”而具有浓缩性与传承性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印记,既能经由艺术提炼而折射出先贤智慧,又能基于生活本真意义以“微言大义”升

华历史与文化哲理,隐含着历史嬗变中“个性趋向共性”“分离趋向融合”的价值观念。 同时,典故具

有契合时代课题的现实指导性,因其包含着经由历史检验并汲取时代养分的“客观真理”,所以能内

化为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 社会大众以典故为载体,为消解认识改造未知世界的思想困惑而探寻

历史依据,将典故与时代语境、社会现实和自身认知相结合,发挥典故对自身价值选择及思想行为

范式的影响作用。 典故因其“以文化人”的内在特性,能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提供

重要思想文化源泉。
习近平用典艺术,彰显着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伟大真理力量与实践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熟

读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以深厚国学功底和实践经历形成了运用典故的自信自觉和独到风格。 其在

各类场合引经据典、古为今用地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现实相融合,对
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以极大启迪。 同时,面向世界舞台巧妙运用典故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蕴”和“神韵”,在文化交流中提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当前,学
界着重就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内涵特色、当代价值及对外传播展开探究。 比如:刘恋结合用典表达

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分析了用典的时间跨度、范围和个性色彩等特征,以及明暗引融合、灵
活化用、整合翻新和连续引用等用典技巧[1] ;蓝柏添等认为,习近平用典艺术继承发展了党的历代

领导集体的文化观,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高度统一,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

化意义深远[2] 。 其中,学界尤为关注习近平用典艺术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
比如:张晓刚等从“继承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 “传统性与现代性” “民

族性与世界性”等维度,强调其用典对推进文化“两创”提供遵循[3] ;刘建明分析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的文化传播辐射力,结合国际报道的时代基调与全球治理观,从“为儒家思想正名”“阐释民本思想”
“宣传立德为先”等方面,阐明其用典对激活传统文化的传播效能,以及治国理政和解决人类共同问

题的指导意义[4] 。 在此基础上,学界就习近平用典艺术的对外传播策略也展开相关探究。 比如:顾
世民等结合《习近平用典》语料库内容,聚焦传播机制、方式和载体等,探索其用典话语融通中外的

传播理路和外宣策略,强调其用典对治国理政及“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的重要意义[5] 。 此外,学界

就思想政治教育主题也展开了少量研究。 比如:胡艺华等分析典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历史、
文化和现实特性,分析习近平总书记以典故传道育人的“广为采撷” “信手拈来” “恰到好处”等特

征[6] ;庄梅兰等以习近平用典艺术为切入点,阐析高校育人应从中华人文经典传递的为人、为学和

处世之道中汲取思想养分[7] 。
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本文强调习近平用典艺术的内涵及价值研究可聚焦对思想政治教育价

值重构这一重要维度,力图进一步结合习近平用典艺术的历史厚度、文化底蕴与现实深度,探究其

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内容与方法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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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近平用典艺术闪耀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芒

习近平用典艺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语境下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源泉与现实土壤。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

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8] ,即新思想必须以已有思想材料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

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

新的基础和前提” [9] 。 通过辩证取舍地化用典故,推进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

脉”深度融通,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两个结合” 尤其是“第二个结合” 的高度重视,体现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中国智慧及育人指向,使其用典艺术更具有宏阔的思想价值,
闪耀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芒。

(一)习近平用典艺术源于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的文化自信

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时态上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及宋明理学

等阶段,形成儒、释、道、法、墨等各学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在共时态上以“自然、人、社会”内在

关系为核心问题,富含反映传统民生观、实践观、道德观和天下观的理念内核,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

定了自信基石。 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可溯至“民为邦本”“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等传统民生观,爱国奋斗的精神追求可溯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等传统实践观,诚信友善的道德意蕴可溯至“明德格物,立己达人”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等传统道德观,命运与共的人类情怀则可溯至“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用典艺术,既坚守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推进文化

“两创”方针的立场,也体现着以辩证思维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战略眼光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

型,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融合的中国叙事话语特色,饱含着高

度的文化自信。 从各时期重要论述看,无论在《摆脱贫困》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

展的思考与实践》等早期著作中,还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讲话、文章及著作中,习近平同志总是

在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结合现实语境创造性地化用中华人文经典中名人轶事、寓言传说和名言警

句等,赋予其新时代价值。 比如,引用明代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中“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

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10]411,突出治国理政的人民立场;引用明代刘基《拟连珠》中“物有甘苦,尝之者

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 [11] ,阐释勇于实践的重要性;引用《荀子·大略》中“学者非为仕,而仕者必

为学” [10]143,强调正确处理学习与为政的关系;引用《周易·系辞下》 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 [10]263,凸显改革创新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

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12]171。 习近平用典艺术凝结着中华民族扎根广袤

大地,创造人类史上绵延不息的中华文明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儿女自尊、自信、自豪的思想

源泉。
(二)习近平用典艺术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邃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向世界展现的中国智慧,体现在有关中国道路的内涵阐释、重构世界文明秩序

的中国主张等方面。 比如,引用毛泽东《清平乐·会昌》中“风景这边独好” [13] ,阐释中国道路创造

了世所瞩目的奇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应国际不良舆论对我国发展道路的质

疑;引用《管子·牧民》中“国有四维,礼义廉耻。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10]75,三国诸葛亮《便宜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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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 [10]277 等,阐释德法并举是中国道路的治理模式;引用《周易·
益卦·彖传》中“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10]259,阐释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中国道路的发展思路。 此

外,对于维护国际社会和谐稳定等问题,特别强调,“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

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14] 。 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引用国

民党元老于右任所撰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
 [10]17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引用明清《古

今贤文》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0]181,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引用

《孟子·尽心上》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10]201,在比利时《晚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引用

《黄帝内经》中“智者求同,愚者求异” [10]193 等,以朴素而深邃的中国智慧向世界传递捍卫和平发展

的信号,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维护世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见卓识。 概言之,
习近平用典艺术所涵括的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既契合“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时代意义,
更展现了享誉世界的中华文明对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卓越思想智慧。

(三)习近平用典艺术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育人指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扬中转化为融入民族精神的观念形态,文化育人则是推动其转化

的重要路径。 文化育人本质即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润物无声地发挥文化资源对世界观和价值观培育的感染力、影响力。 新发展阶段,需大

力培养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15] ,系统回答了教育工作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 他尤其重视从文化

维度发挥教育价值,在不同场合强调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弃地继承历史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2]164;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 [16] ;在陕西绥德实验中学考察时指出,“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基础在教育……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创造活力” [17] 。 这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应以

高远的历史站位、国际视野理解文化育人的战略定位,提升民族精神气质,弘扬民族文化财富。
习近平用典艺术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如:(1)在个体成长成才方面,通过文化育人实

现对教育对象的社会性塑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夯实其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

养和文化素养,使其以健全人格、高尚品德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2)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
发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引领功能,引导教育对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力

量,在新时代广阔文化空间中增进文化认同、推动文化繁荣,为向世界传播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贡

献力量;(3)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发掘中华文明蕴含的育人价值和规律,引导教育对象理

解文明同塑造民族精神的必然联系,淬炼传承发扬中华文明的精神力量。 概言之,习近平用典艺术

契合教育“立德树人”使命,富含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魂育人的重要教育价值,彰显了用典的合目

的性、合真理性及合艺术性在教育中的有机统一。

三、习近平用典艺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体系是涵括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精神风貌、道德规范等诸多要素在内的,规
定着育人原则、内容及方法的逻辑体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契合教育“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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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价值指向。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衍生及社会思潮争鸣的思想境域中,社会大众的现实追求愈

加多元并向个性发展与精神需求倾斜,亟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向度”的抽象话语形态,消解

“说教式”“灌输式”育人弊端,破除育人路径同育人目标之间的鸿沟。 为此,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在“以典育人”视域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
使育人原则、内容和方法真正贴合大众现实需要,有助于更深入阐发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所蕴含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法治观等,促进教育对象“知情意行”相统一。
(一)以典明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重构

习近平用典艺术强调治国理政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又强化创新意识的重要性,阐明了贴合时

代与现实问题“以史为镜”“以文化人”的必要性,表达了坚持文化“两创”方针,以及在“两个结合”
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中赓续中华文脉等重要观点,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引导教育对象明理悟

道、知行合一具有重要价值。
1. 守正创新原则: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向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时代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教育对象施加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系统影响,旨在将特定社会或阶

级的思想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道德观念,其内在特性决定着遵循守正创新原则,才能适应新

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 “守正”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培养什么人”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 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根本在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创造了

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也面临着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 习近平用典艺术,体
现着对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高度重视。 他引用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

枝叶繁荣” [10]33,《孟子·滕文公下》中“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18]151 等,强调社会转型期的

中国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从容应对“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等不和谐国际舆论

的考验。 同时,坚守党治国理政的人民立场,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9] 习近平总书

记引用战国《文子·上义》中“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18]19,东汉荀悦《申鉴·政体》中“足寒伤心,
民寒伤国” [18]9 等,强调人民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表达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执

政理念。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应从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高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

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定位,以及对推动育人“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相融合的功能;应引导教育对象

理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历史必然性,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觉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守正”将迷失方向,缺乏创新则会弱化其引导功能。 马克思在《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 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

物” [20] ,从改造世界的角度强调人类具有独特的创新智慧与创造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对

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性,指出“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

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1]510。 他也高度重视在创新中赓续中华文脉,强调“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

新辉煌” [21]309。 他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 中“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10]199,明代李贽《藏

书》中“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 [10]255 等,阐发创新的必要性。 同时,他强调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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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发展规律,从历史、时代和人民等维度,全面而立体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以继承和创新;他也善于结合实践探索创新之道,从知青时期带领乡亲建沼气池到践行“两山论”
等,都体现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尊重及对实践的重视,该态度在其用典中多有体现。 他引用战国

《尹文子·大道上》中“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 [10]261,《宋史·列传第十五·
赵普》中“事不凝滞,理贵变通” [18]251 等,强调应灵活运用事物发展规律,不能固守旧观念而桎梏思

想行动。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 比如,科技驱动下微媒体话语空间、网络

青年亚文化话语空间等的兴起,使育人环境愈加多元化,从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守正”创新其

理论、制度与方法。 应创理论之新,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魂和根”,植根新的世情

国情党情,引导教育对象学深悟透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应创制度之新,以兼顾人性化的制度改革,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应创方法之新,善用数字化技术等育人关键“变量”,处理好“灌输式”
与“启发式”育人关系,发挥好多元“场域”育人合力,既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高地”,也推动思想政治

教育与时代同向同行。
2. 问题导向原则: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感与时代感相贯通的现实指向

实践生活中面对新问题、新理论,人们往往以“回望历史”的常态思维寻求印证,“以史析理、以
史致用”浸润于国家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之中。 从历史维度看,社会成员精神面貌的改变“需要依

托精神手段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依托精神文明来全面揭示社会成员的精神价值” [22] 。 放眼

人类文明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感”表现为民族文化、品格及所孕育的深沉精神追求,这正是中华民

族屹立于世界的鲜亮底色。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

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 [23]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21]287。 他到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在了解师生开辟教

育救国、文化抗战路径的历史后,基于唯物史观强调,要“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

人” [24] 。 思想政治教育应体现历史感,这不能囿于主观意识形态思辨,而需以社会实践中凝结的历

史资源为载体。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言而有信”“克己慎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等具有厚重历史底蕴的价值观,是教育对象历史自信的生发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

使用历史文化典籍所蕴藏的教育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好“历史教科书”中的先贤智慧极具指

导意义。 他引用《庄子·人间世》 中“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18]265,强调党的成长壮大是由

“简”到“巨”的过程,不忘初心使命才能告慰历史和推进事业;引用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25] ,也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题引用北宋曾巩《 <南齐书>目录序》中“史者,
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26] ,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以历史研究为基底,探寻历史规律以增强开拓创

新的智慧和勇气;引用《荀子·大略》中“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 [18]45,强调“坚持走自

己的路”才能不囿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桎梏;引用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 [27]541,结合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乌克兰危机所敲响的警钟,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危

害性,呼吁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通过化用典故,能够以历史智慧升华育人内涵,为教育对象树

立“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历史观提供科学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既承续传统又面向未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特性,作为规范引导特定时代

人们思想行为的社会实践,应强化问题导向,实现历史感与时代感相贯通。 社会转型需经过器物、
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变化,这也从思想文化维度对作为社会主体的“ 人” 提出新的适应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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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用典艺术,彰显了贴合时代脉搏“以文化人、以文铸魂”的现实针对性。 比如,对治学之道,引
用北宋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中“为学之道,必本于思。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

而得者,其得易失去” [18]141,强调党员干部应树立“善读书、读好书”的学习意识。 对为政之道,引用

唐代房玄龄《晋书·宣帝纪》中“天地之大,黎元为本” [21]171 等饱含民本情怀的典故,强调走好新时

代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也引用《荀子·非十二子》中“不诱于誉,不恐于诽” [21]543,北宋吕希哲《论养

心》中“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28]541 等,告诫党员干部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此

外,在深入知识分子等群体谈心谈话的不同场合,引用《管子·版法解》中“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

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 [21]53,清代万斯大《周官辩非·天官》中“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

事,毫末必去” [10]21 等表达“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的典故,激励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献策献

力;引用鲁迅《自嘲》中“躲进小楼成一统” [28]335,《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中“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28]335 等,教育青年摒弃逃避时代使命的消极思想,筑牢为远大理想砥砺

奋斗的历史主动精神。 概言之,其用典坚持问题导向并契合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启示着思想政治

教育紧贴时代主题,引导教育对象树立既体现民族精神传承,又符合当今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正确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博采众长原则:彰显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文化底蕴

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29] 。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首要在于认识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即在保有持久民族风格和民族

气派的基础上,具有对他国思想文化进行甄别、整合和利用的主体性,在与不同文化的共生繁荣中

汇聚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夯实自身文化竞争力。 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源于数千年中华文明及革

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先进文化,其中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民族价值观、民族心理和民族语言等,关
乎中华民族主体精神,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源泉。 在传统文化浸润下,中华民族经数千年积

淀而形成“仁”“义”“理”“智” “信” “诚” “忠” “孝”等崇德尚善的思想道德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27]36。 他深谙中华文化哲理,其用

典正是发掘和弘扬文化民族特色的生动实践。 他引用《诗经·大雅·荡》 中“靡不有初,鲜克有

终” [18]279,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中“文者,贯道之器也” [21]321 等,强调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表达

提升国家文明程度,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在新时代铸就新辉煌的信心。 他也引用王充《论衡·自

纪》中“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21]326,指出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中体现着文学

家、艺术家的襟怀学识,强调立德树人者必先端正自身。 通过极富民族特色的典故,向世界展示了

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魅力,让世界人民更为理解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 结合其用典价

值,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应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增强教育对象对民族

思想文化的情感认同;还应提炼好易被国际社会理解的标识性新表述、新范畴,引导教育对象坚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在文明互鉴中铸牢维护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独立性的自觉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也需寓民族性于世界性,引导教育对象以国际视野把握世界文明走向及文化特

色。 如 19 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打破地区和民族的隔绝状态将使“各民

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30] 。 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维护特定阶级利益,改造国民思想观念这一共通属性,从而决定着应锻造教育对象的世界眼光,
引导其兼收并蓄地批判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习近平用典艺术表达了对世界不同文明中合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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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肯定,以及借鉴他国文化有益成分的“扬弃”态度。 比如,引用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

文》中“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12]315,强调应弘扬丝路精神,把握文明“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使不同文明和文化因平等互鉴而愈加多彩;引用西晋陈寿《三国志·夏侯玄传》中“和羹

之美,在于合异” [18]153,强调世界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 多个民族和宗教,文明的孕育受历

史、国情、地域和民俗等因素影响,文明之间无优劣之别;引用战国屈原《卜居》中“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 [31] ,强调应秉持包容精神,不使文明差异成为交流障碍乃至冲突的理由;引用费孝通先生的名

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12]311,“点明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国文明的相处之道” [32] ,为
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中国方案。 结合其用典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既需充分把握中华民

族历史脉络和文化资源,也应在全球化浪潮中汲取广域性的文化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风

格、时代特性和世界视野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世界性,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

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力,自觉研习人类文明成果,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二)以典鉴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重构

典故作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重要育人载体,应秉持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贯通的立

场,激活其新时代生命力、创新力和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广泛运用典故阐析治国理政现实问

题,并在“以文化人”语境中通过对典故的创造性使用,使其所体现的先贤价值理念与当今中国精神

文化符号及主流价值观念紧密呼应。 共用典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

现实课题,不断加强教育对象的主流价值观认同,从而凸显育人广度与深度、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

具有重要价值。
1. 传统思想文化精华与治国理政现实相耦合: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广度与深度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广博精深,学界就其要素构成有“五板块” “四要素” “五要素”等划分,普遍

认为其内容包括“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 [33] 。 在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理应结合党的中心任务,
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34] 。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成果,将其与治国理政现实问题

融会贯通,进而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升华为启迪教育对象思维和实践模式的经验智慧,有助

于提升教育对象文化认同及思想境界,拓展育人内容的广度。 《习近平用典》第一、二辑分别遴选党

的十八大以来使用多且影响大,代表性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典故 135 则和 148 则,设
“敬民”“为政”“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等共 24 个篇章,每则典故将诠释古典名句寓意

同阐释用典的现实意义相相合。 从典籍出处看,尤其注重发挥儒学中敬民、用贤、仁爱、和谐等思想

成分的教化功能,在诸多场合引用涵括《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思想精华的名句,以儒家“修齐

治平”等核心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也汲取儒、道、法及诸子百家之长,出入经史子集并包括中

华思想文化宝库中经典名句、诗词歌赋和民间俗语谚语等。 比如,《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18]59,《老子·第六十四章》中“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10]39,《韩非子·显学》中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10]157,《荀子·王制》中“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10]43,《庄

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10]125 等诸多先秦诸子名言都被引鉴。 概言之,其用典艺

术通过运用大量历史文化素材,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与文化观念的融合。 将典故这一特殊文化介

质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够发挥语言艺术“沁心之美”的隐性育人力量,更能够以包罗万象的典

籍素材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培根铸魂的价值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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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反映为回应治国理政现实问题的思想深度。 以时代文化为

参照坐标,廓清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场域、文化属性和文化形态的关联,对于体现育人深度尤为重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场合以典故阐析现实问题,既契合中国历史文化的时代创新品格,更使典故

与当今中国精神文化符号相统一,凸显用典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使用典深度得以

升华。 比如,对于全球气候问题,引用《荀子·天论》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18]29,表
达尊重万物共育的自然规律,以及增强绿色发展能力的治理理念。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引用南朝范

晔《后汉书》 中 “ 禁微则易, 救末者难” [10]225, 强调源头反腐的必要性。 对于祖国和平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引用《尚书·说命》中“虑善以动,动惟厥时” [10]107,
强调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对于科技创新,引用《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 [10]249,激励科学家发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禀赋;还引用《诗经·大雅·文王》中“思皇多士,生此

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10]165,强调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对于青年理想信念培育,引用明代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

矣” [28]334,勉励青年补足精神之钙。 对于坚持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引用《礼记·大学》中“得众则得

国,失众则失国” [18]17,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以开创国家事业新局面。 其用典中,也较多引用唐代李

白、北宋苏轼的诗词。 比如,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引用李白《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35] ,激励文艺工作者着眼民族复兴大业,坚定铸就文艺高峰的自信自觉。 对于增

强忧患意识,引用苏轼《晁错论》中“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坐

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10]31,提醒各级干部对待工作应做到未雨绸缪和治于未病。
可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因时而变、推陈出新地化用典籍名句,使典故的深邃意境与时代气息相得

益彰,激活并升华了育人内容与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
2. 以文化人语境与主流价值观培育相联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与效度

中华先民历来崇尚以文化人,《周易·彖传》中提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 [36] ,其中“人文”即《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主张“以儒家之道教化天下” [37] ,促进个体

由自然人向社会人、政治人和文化人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既需遵循政治取向

以汲取文化资源,还需通过文化教化以实现政治指向。 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的过程,也应是以文化

人从而促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价值观念的过程。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承担着引

领社会思潮走向的新时代使命,凝聚教育对象主流价值观认同是增强其力度与效度的重要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 [12]168;“不

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 [12]171。
主流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内容,反映着特定时代和特定阶级的价值标准。 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承担着培育和传导主流价值观的使命。 就国家和民族而言,其主流价

值观是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国人精神家园的载体,承载着相应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愿景及社会

是非评判的价值标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处世准则,“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态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一系列独特价

值观念已镌刻于民族基因之中,创造性地转化为影响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新时代主流价值观。
习近平用典艺术于以文化人语境中使先贤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呼应,有助于启

迪教育对象理解民族精神命脉,筑牢践行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自觉意识。 其用典内容覆盖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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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个人维度,涵盖主流价值观培育中理想信念教育、法纪教育、修身立德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及爱

国主义教育等方面。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引用清代金缨《格言联璧·学问》中“志之所趋,无远勿届,
穷山距海,不能限也。 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卸也” [10]233 等,强调将个人理想与家国

情怀融入干事创业之中。 关于法纪教育,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中“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

民悦” [18]185 等,强调良法善治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关于立德修身教育,引用《论语·里

仁》中“德不孤,必有邻” [18]67,强调任何时代都有承载国家民族精神追求的“德行”标准;引用北宋程

颢、程颐《二程集》中“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10]59,强调处理好“公德”与

“私德”的关系。 关于生态文明教育,引用唐代白居易《策林二》中“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

之欲无极” [38] ,明代朱柏庐《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9]

等,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引用《礼记·中庸》中“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 [18]307,春秋《司马法·仁本》 中“国虽大,好战必亡” [18]155

等,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以亲仁善邻的道义精神促进各国共赢发展,从而体现对爱国

主义的深层次理解。 概言之,习近平用典艺术于“以文化人”语境中实现了对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同

教育对象思想共鸣点的精准把握,为将“真理的力量”与“道义的力量”融贯于主流价值观培育过程,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与效度提供了丰富素材。

(三)以典增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重构

习近平用典艺术善于发掘和创造性使用中华文化典籍所蕴含的思维和实践智慧,对思想政治

教育更紧密地贴合时代趋势,重构育人方法具有重要价值。

1. 汲取传统文化思维智慧,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法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而凝练形成一系列传统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方法论的

微观层面” [40]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创新,必然关联于思维方法的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

含的思维智慧,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法提供了智慧源泉。 其中,传统和谐思维同“以和为贵”
的伦理道德观念高度契合,倡导惠民、重民、乐民、爱民的治理之道,孕育出中华民族团结共荣的“多

元一体”格局,凝聚起“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将和谐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促进教

育对象身心关系的和谐统一,锻造其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 传统法治

思维,可溯至中华民族“良法善治”的政治传统,强调“德主刑辅”及“礼与律”相融合。 将法治思维

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提升法治素养和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和谐进

步贡献力量。 传统历史思维,贯通于中国社会变迁史中,体现为尊重祖先传统的继承性、灵活达至

结果的变通性、延续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性,以及运用历史经验启示现实的革新性等。 将

历史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以史为鉴”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及历史进

步的“主流”“支流”,把握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做出“四个选择”的必然性,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筑牢弘扬中国精神的自觉意识。 传统创新思维,为后世尊崇“革故鼎新”的思想家们诠释运用,倡导

政治领域除旧布新、社会领域移风化俗、文化领域治学精进等。 将创新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继承开放进取的民族禀赋,把握改革创新对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性,为我

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传统辩证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思维方式,儒家“和而

不同”、道家“有无相生”、法家“矛盾之说”都体现着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将辩证思维方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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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启迪教育对象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认识世界,培养其辩证理性地分析问

题、客观求实地服务社会的能力。

习近平用典艺术善于从传统思维方法中汲取智慧并使之创造性转化。 比如,对和谐思维的化

用,引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10]185,强调遵

循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处世之道,正确处理国家、民族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对法治思维的化

用,引用《论语·为政》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18]219,明代张居正《请稽查

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10]273 等,强调法律的权威

性和生命力在于实践。 对历史思维的化用,引用《鬼谷子·决篇》中“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

素,可则决之” [18]273 等,强调审思历史旨在把握历史规律,与时俱进地借鉴古人智慧以开创新时代

的新局面。 对创新思维的化用,引用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不日新者必日退”
 [10]251 等,强调当

今中国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亟须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对辩

证思维的化用,引用唐代杜荀鹤《泾溪》中“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

时闻说有沉沦” [10]283,清代陈澹然《寤言·迁都建藩议》中“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10]297 等,强调

树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清醒意识,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中把握主要矛盾,着眼改革发展大局。

概言之,中华文化典籍所蕴含的思维方法“富矿”,其新时代内涵对引导教育对象形成健康向上的国

家观、人生观、义利观等极具现实指导价值,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法提供了智慧养分。

2. 探索传统文化实践智慧,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社会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 如马克思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1] 。 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决定着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符合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此,应结合实践趋势调整育人方法,体现“思

想政治教育‘精神变物质’的实践属性” [42-43] 。 典故本身即凝聚着指引人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智慧力

量,习近平用典艺术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策略与方法提供了现实指导。 首先,在目标导向

上,思想政治教育需“有的放矢”地处理好“全局视野”与“具体分析”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北

宋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中“善治兵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 [18]249 等,强

调既要勇于面对复杂问题,也要科学判断问题走势从而达成目标。 其次,在榜样示范上,发挥先进

典型的导向作用是激励教育对象朝着教育目标行动的有效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时代呼

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2]159。 引用《论语·季氏》 中“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

汤” [10]85,《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8]143 等,启示

教育者应为人师表以提升教育话语的权威性,教育对象则应秉持“见贤思齐”观念,增强将所学转化

为实践的动力。 再次,在因材施教上,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决定着应精准把握“教与学”各环节的需求

及情感契合点。 引用《墨子·鲁问》中“量腹而受,量身而衣” [18]167 等,强调结合个体差异精准施策

的必要性。 最后,在以情感人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递“真理的力量”的特殊交往活动,需以仁爱

之心和乐观态度激发“教与学”双方共鸣。 引用《墨子·修身》中“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

功,此以名誉扬天下” [10]71,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18]287 等,强调人格力量

与情感沟通的隐性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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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还需重视教师专业素养同育人话语影响力之间的关联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等场合反复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44] ,既为新时代教

育事业指明方向,也对教育工作者提出高要求。 “以典育人”视域下,应引导教师从典故中汲取精神

力量,成为“解惑”的“经师”,“传道”的“人师”,培养造就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胸怀国家民族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还应引导教师以“自省”意识辩证认识“德”与“才”的关系,明确“师德”是基础,以自

身榜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对象,培养造就知善恶、辨是非、有德行的人才。 习近平用典艺术,

尤其体现了对尊师重教及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视。 引用《礼记·文王世子》中“师也者,教之以事

而喻诸德者也” [18]139,《荀子·大略》中“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 [18]127,唐代

韩愈《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18]131 等,激励广大教师勇担职责使命。 引用《韩非子》

中“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 [21]164,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18]289,北

宋苏轼《和董传留别》中“腹有诗书气自华” [10]127,清代钱德苍《解人颐》中“一勤天下无难事” [10]107

等,强调教师应在精益求精的思考与实践中夯实知识涵养、锤炼工作本领。 习近平用典艺术对于思

想政治教育从源头整体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引导教师筑牢“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自觉信念及对

教育对象成长成才的担当意识,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四、研究总结及展望

习近平用典艺术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有机统一” [45] 的思想精髓,

既秉持“返本开新”的文化自信态度,又立足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

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

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46] 这一重要论述,既展现出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自信,也从世界历史高度审思中

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使命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契合“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的时代精神,基于文化生成的“原点”对中华文化典籍的思想价值作出新诠释,致敬了中华民族的悠

久历史,激发了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热爱,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新时代价

值,以文化的凝聚力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维度具有天然的互通性[47] 。 探究习近平用典艺术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实践,也为发挥“以典育人”实效开启了新

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重构,有助于科学处理育人“方向性与创新性” “历史感与时代感” “民

族性与世界性”等范畴的辩证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重构,有助于将传统思想文化精神与治国

理政现实相联结,并在“以文化人”语境中开展主流价值观培育,凸显育人广度与深度、增强育人力

度与效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重构,有助于汲取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思维和实践智慧,优化育人思

维方法和实践方法。 同时应认识到,“以典育人”并非囿于记诵史籍经典或名言警句。 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应广泛依托党政文献、文史典籍和馆藏等各类资源,并结合“数智”时代特征,创新“以典育

人”公共空间,优化典故融入的话语载体;应深入发掘典故所包含的治世思想、道德追求、人文精神

和行为规范,精准把握典故与育人内容的契合性,引导教育对象科学理解典故意涵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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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积极投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 概言之,应通过

“以典育人”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发挥好中华文化典籍的新时代价值,不断开辟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夯实育人学理依据、拓展育人话语论域、丰富育人价值意蕴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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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losely
 

echoed
 

with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the
 

time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culture  
 

highlight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intensity
 

and
 

validity
 

of
 

education.
 

The
 

method
 

re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methods
 

in
 

the
 

Chinese
 

humanistic
 

classics
 

in
 

the
 

new
 

era 
 

and
 

shape
 

a
 

healthy
 

and
 

optimistic
 

view
 

of
 

the
 

country 
 

life
 

and
 

interests
 

of
 

the
 

education
 

objects.
 

We
 

should
 

also
 

make
 

innovative
 

use
 

of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goal
 

orientation 
 

enhance
 

role
 

modeling 
 

teach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and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classics  
 

and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new
 

era
 

value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continuously
 

open
 

up
 

new
 

ways
 

to
 

consolida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expand
 

the
 

discourse
 

field
 

and
 

enrich
 

the
 

value
 

of
 

educating
 

people
 

by
 

means
 

of
 

us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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