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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理学探索，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被称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漳州是朱子在福建主政的唯一城市，拥有丰厚
的朱子文化资源。今天是朱熹诞辰 891周年纪念日，本版特编发一组文章，从朱子论民本、担当、德
教和廉政四个方面进行深入阐发，以期读者从中了解朱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已道尽宋儒关于士庶百
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是张载仅提出社会责任的
内容，尚未详述具体实现过程，故作为两宋儒学集
大成者的朱子从个体生命历程着眼阐述其实现历
程。在《朱子语类》《晦庵集》中，朱子多次出现“担
当”一词，亦在知漳时于白云岩题写对联：“地位清
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手中看。”
正体现了他的强烈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一、立担当之志
一个人要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基础在于

能够立担当之志，并且始终在担当之志的指引下往
前发展。

立圣人之志。所谓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人，而是
指做事不仅符合社会规范，还将其做到恰到好处的
人，即“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今做到圣贤，只
是恰好，又不是过外。”这已然故朱子主张每个人都要
以成为圣贤作为目标，即“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正
因成为圣人的目标已然转变为尽全力承担各自社会
责任的目标，故朱子强调学者需要先立成为圣人之
志。“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盖他
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学尧舜就是要成为尧、舜一
样的圣人，承担起个人该承担的各项社会责任；

坚守圣人之志。树立圣人之志仅是开端，还要
抵制各类社会诱惑以坚守圣人之志才是重点，即

“才出门，便千歧万彻，若不是自家有个主宰，如何
得是。”故朱子强调要以心作为践行圣人之志的主
宰，即“古人言志帅、心君，须心有主张，始得。”因为
实现圣人之志的目标需要经过持久的努力以克服
外物的诱惑，即“圣人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

心。”以心坚守成为圣人之志，才能为后续的践行圣
人之志提供坚实基础。

二、践行担当之事
“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则与自家

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
我。”树立勇于担当的圣人之志，自然是善，但是
只有通过行，即实践才能将所树立的圣人之志转
化为具体成果。

从小事做起。立有担当的圣人志向，要从小事
做起，正如登塔的过程。朱子说：“问学如登塔，逐
一层登将去。上面一层，虽不问人，亦自见得。若
不去实踏过，却悬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层不曾理会
得。”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再付诸实践，才能具备实
现理想的基础，重心在于学生的具体实践。朱子
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
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
你自去究索。”学生要将前述所立圣人之志作为起
点，从具体实践做起，才能将立圣人之志转化为行
圣人之事，否则大志向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而已，
即“人所以易得流转，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点地。”
故脚踏实地才是实现圣人之志的有效途径；

以持敬之心行担当之事。除了从小事做起之
外，还需要将持敬之心贯穿于各项行为之中，方能
慎终如始。“敬是立脚去处”。这是因为持敬能够
使人专一于所做之事。朱子说：“只敬，则心便
一。”其心理状态则是畏怕之态，即“敬，只是一个

‘畏’字。”这导致其集中精力于一事的做事方式，
即“敬是始终一事”，正是以专一的心态来严肃对待
所当为之事，才能将该做之事做到最好的情况以完
成自身的社会责任。

三、担当贵在道德的自觉
在强调树立有担当的圣人之志与具

体实践之时，朱子还主张将敢于担当的
品质转化成个体内心精神需要的程度。

各 项行为自觉践行天下为公的标
准。“看道理，须要就那个大处看。须要
前面开阔，不要就那壁角里去。而今须
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将
自家日用底与它勘验，须渐渐有见处。若

不去那大坛场上行，理会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
了。”以大局为着力点，将天理作为自身实践的标准，
提升自我的道德站位与人生品味，也就为自身树立成
为有担当的人奠定了精神基础。朱子说：“将天下正
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
正是将公与私之间的行为标准作为自身行为准则，也
就是要自觉剔除自身的私意以服从于公义原则；

将个体的责任义务转化为个人主动担当意
识。朱子说：“只是为己为人之分。才为己，这许多
便自做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若为
人，那许多便自做一边去。”此处的“为己”不是为个
人的自身利益，而是完善自身道德水平。与此相
同，“为人”不是为别人利益，而是为博得别人赞誉
之名以谋取个人私利。故为己为人是义利之别的
根本标准，显然是以人的行为动机作为判断标准，
关键在于个体要将社会的刚性约束转换成个体道
德自觉意识，“义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复
之。……若义理，求则得之。能不丧其所有，可以
为圣为贤，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所
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两端体察，若见得时，自
须猛省，急摆脱出来。”正是以为人与为己作为判断
标准来取舍具体行为，也就将社会的硬性约束转化
为个体的道德自觉意识。

正是以成为圣贤为人生目标作为起点，再通过
具体实践转换成社会成就，由此完成个体对社会所
该承担的责任。但要避免上述过程出现扭曲情况，
则需要将外在的社会责任内化为道德意识的自觉。

（王志阳，福建南靖人，文学博士，武夷学院朱
子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朱子学研究、福建
地方文献研究。）

朱子论担当
▱王志阳

朱子是大教育家，他一生从
政不过十年，从事教育却长达四
十余年。朱子对传统的教学相
长、因材施教、读书之法诸多方
面皆有所发展，但德教始终是其
教育领域中最核心的内容，其德
教思想中丰富的人文内涵与当
代价值，对当今的德育目标、方
法、模式等仍有借鉴意义。

立德，本是先秦时期士君子
之通识，如老子尊道，但亦贵德；

《左传》叔孙豹引时谚“三不朽”中，相较于立言、立
功，“立德”的位阶更高。先秦诸家，又以儒者最重
德性，故《大学》三纲，首列“明明德”；孔子忧心“德
之不修、学之不讲”，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
学），德居首位。宋儒追寻的“孔颜乐处”，乃是对儒
家精神境界的重新发现与向往，其中蕴含着内在道
德之自足圆满。另一方面，儒家主张为政重在以德
化人，故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之说。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受物
质世界的影响与制约。但在儒家“内在超越”的视
域里，如果承认德性是人与生俱来、与天地同体的，
那么人生在世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发明德性、推己
及人，从而济世化民，使仁义之道大光。而人之气
质不一、习染各异，这就需要教化、需要德育；先秦

“九流十家”中，儒家正是最善于学习、擅长教育的
学派，中唐韩愈《师说》振聋发聩，究其实，无非大声
疾呼师道之回归。作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朱子的
德教思想对往圣前贤斟酌损益，并卓然自成一家。

儒家的道德教育目标本是培养君子人格，故注
重于“成人”“全人”之教育。而朱子生活的时代，朝
廷偏安，社会不公，物欲横流，功利至上，读书人以
圣贤书为敲门砖，多为利禄之徒，故欲扭转世风、拯
救时弊，必须首先树道德、明人伦，方能修己安人。
朱子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认为培养人才应该从

“小学”做起，让孩子从小在洒扫、应对、进退中涵养
德性，并学习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打下良好
的“坯模”，长大了自然应酬不失礼、处事有定力。
而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首列“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

“五教之目”，可见其教育的主旨正是发明儒家伦理
道德，并列出相应的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方，可
视为“小学”阶段的进一步升级，从而构建了“讲明
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德教体系，《白鹿
洞书院揭示》从此亦成为此后中国乃至东亚书院的
通用学规。朱子的德教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具
借鉴意义：

一、在顶层设计上，以《大学》立其格局
自宋代以来，《四书》逐渐取代《五经》的地位，

成为儒家新经典，而《大学》又居其首，这与其以“明
明德”为首、由“格物致知”入手的“三纲八目”之独
特理论架构关系密切。故程子称：“进学入德之门，
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语》《孟》。”朱子对此作了进
一步思考、阐发，如其“临漳本《四书》”次序即为《大
学》《论语》《中庸》《孟子》；其《四书章句集注》成为
儒学诠释学的经典之作。在朱子看来，相对于小
学，古之大学教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
是“正当学问”。应该说，《大学》这种平实而又高远
的格局立意、环环相扣而又螺旋上升的进阶方式，
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内圣
外王”）紧密结合的论证思路，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
无数仁人志士所践行，也对今天的学校德育工作具
有参考价值。

二、在工夫路径上，既“尊德性”又“道问学”
“工夫”，是指学者通过一定的学习、修养、磨炼

而接近价值本体的过程。《中庸》称：“君子尊德性而
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
性”，强调的是对“天命之善性”的内省与唤醒；“道
问学”，则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概称，

是知与行的统一，二者亦可谓“合内外之道”。“尊德
性”与“道问学”本不可偏废，但学者在为学、设教的
过程中，难免会有先后缓急之别，理学史上的“朱陆
异同之辨”大体因此而起。朱子于此亦进行了反
省，结合程子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学
终臻于大成。对今天的学子而言，一方面要注重自
身德性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要格物致知、力行不辍，
如此内外兼修、文质彬彬，才能行稳致远。

三、在师法对象上，以圣贤为楷模
“德是得诸己”，朱子十分重视发挥学者的主体

性；“德不孤，必有邻”，他也同样重视榜样的力量，
所到之处，不忘表彰先贤、树立学子效仿之典型。
如其任同安主簿时，向朝廷申请为同安乡贤、北宋
名臣苏颂立祠；知南康军时，在军学讲堂东面建周
敦颐祠，配以二程，西面建陶渊明、刘涣等五贤祠；
知漳州时，上《乞褒录高登状》，为乡贤高登平反昭
雪。至于其晚年于建阳沧州精舍，既祀孔子与颜、
曾、思、孟四配，又从祀以周濂溪等七子，彰明道统，
开辟了后来书院祭祀先圣先贤之先河。同时，除了
追摹前辈之外，他还注重表彰时贤，如其知漳时颁
布《延郡士入学牒》，以德行、学问兼备的黄樵仲、陈
淳等八人为诸生之“良师畏友”，延请入州学作为表
率；并黜落州学中一名品行不端的张姓教授，以整
肃学风，漳州理学亦自此开新。“见贤思齐”，我们今
天树立“时代楷模”“道德模范”以及“感动中国人
物”等典型，倡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目的也在于
此。

（郑晨寅，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黄道周与闽
南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黄道周与朱子学》及古籍
整理等。）

立德树人立德树人 内外兼修内外兼修
——朱子德教思想漫谈

▱郑晨寅

南宋绍熙元年庚戌（1190 年），朱熹 61
岁，知漳州。夏四月赴任。《朱熹年谱》载：此
时“临漳素号道院，比年风俗寝薄，先生以民
未知礼。”朱熹上任后，首颁礼教，兴学校，建
紫阳书院，实施教化。斯时，漳州民风不纯，
可知是郡官风不正。对此社情，朱熹说：官
吏、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
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
虽不屑，深为诸君耻之。”然而，再混杂官衙，
亦有清正之人。物色选用良吏司理政务是当
务之急。于是，朱熹经过调查审核，启用赵师
虙主事公务。朱熹高足陈淳称赞说：先生熟
闻知録赵师虙之为人，试之政事，又得其实，
遂首举之。其词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闻者莫不心服。对清正廉明部属，委以重任，
树立榜样。这是，朱熹整肃漳州官场第一步。

针对官场作风懒散，官吏精神萎靡，推诿
责任混日子的不作为现象，朱熹强调“做官须
是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立纲纪，即
是立“礼、义、廉、耻”之四维。

民不识礼，官乏四维，以“理”教化之。这
是朱熹治理漳州的法宝。《尚书》云：“若升高
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要改造民风民俗，要
整肃官场陋习，必须从基层抓起，从细微处入
手，从人心抓起。朱熹是集大成之理学家，深
知人心民情，尤其重视以理教化之作用。于
是，他的“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
乎洙泗伊洛之绪”，在改造漳州民风、官风发

挥巨大作用。他不仅创办书院，注《四书》，兴
理学，发布《谕俗文》，而且亲自出马在白云岩
开讲《诚意》章。

“诚意”，系《大学》八条目之一。诚，是指
真实无妄；意，系指心之所发。“知至而后意
诚”。朱熹用《中庸》中的“诚”的范畴来说明
他的“理”。他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
本然也。”（《中庸章句》）“诚者，实理之谓也。”
朱熹认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
其心之所以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他
认为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就是独善其身，就
是表里如一。诚意，“以其体”来说，“有仁义
礼智之实”。“以其用”来说，“有恻隐、羞恶、恭
敬、诚意、是非之实。”这样，朱熹用“诚意”将

“仁义，礼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都概
括为“理”的内容。他强调先有对时代社会伦
理的深刻认识，才能在个体内心树立“修己”
的诚意。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写道：

“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由教

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天下明矣，明则可以
至于诚矣。”他强调了“天道”与“人道”的合
一。朱熹把政治与道德联系起来。“人君之学
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
盖格物而致知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
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可见，正心诚意仍是
朱熹守漳的中庸政治理论基础。

关于“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云：“广居，仁也；正位，礼
也；大道，义也。”仁、礼、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
规范，也是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这句话的意
思是，大丈夫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处
——“仁”里，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

“礼”上，走在天下最光明的大道——“义”
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行
得正，站得直，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奋斗。
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诚意”。

反“苞苴”，是朱熹治理漳州府官场不正
之风，制止民间社会交往不良习俗的重要举

措。何谓“苞苴”？“苞苴”，初指用苇和茅编织
成的包裹鱼肉等食物的用具，后引申为贿赂
之意。南宋时期这种官吏贿赂馈赠现象十分
普遍。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南宋官场
的这种丑陋行贿受贿现象。对此，朱熹十分
气愤和担忧。他写道：“某见人将官钱胡使，
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
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遣，并无定例，但随意
所向为厚薄……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
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
与之，乃是公道，岂可为自家私恩！于是立为
定例，看什么官员过此，便用什么例送与之，
却得公薄。”

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写道：“以一时之
弊，变万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请。法
侭有好处。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
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
於必行。前夜说上下视事。如不许州郡监
司馈送，几番行下，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

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
是皆有折送，其数不薄。间有甚无廉耻者，
本 无 忌 日 ，乃 设 为 忌 日 焚 香 以 图 馈 赠 者 。
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纲纪，人人玩弛，
可虑！可虑！”于是，朱熹知漳“忽行下文”，
反对“苞苴”，制止官场行贿馈赠现象，惩罚
受贿行贿者。

对于官员胥吏“甚无廉耻”的“图馈送”行
为，朱熹坚守以“正心理政”，采取了许多抑
制、惩罚的办法。首先严法纪，重申“有司只
得守法”。再者，重教养，创办学堂，“以一邦
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明朝廷教养作成
之意。”次之，知廉耻。在官吏士人中强调道
德修养。他严肃地指出：“士人先要识个廉
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
虽能文要何用？”再次之，把关节。他针对
行政事务“一付之吏手，一味之邀索，百端
阻节”的“胡乱行移”，采取严厉的督查，把
紧行政事务的每个办理环节，并且下令下
属官吏清清白白“交割职事”，对其有作弊
索礼行为者，追究到底，严惩不贷，督导官吏
理政理得正。

做好“正心底工夫”，理政不偏不倚。这
是朱熹守漳理政的原则。

（陈镜清，闽南日 报 社 高 级 记 者（已 退
休），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厦门筼筜
书院特聘教授，厦门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会常务理事。）

朱熹仕宦漳州实践：

讲讲““诚意诚意””，，反反““苞苴苞苴””，，正心理政正心理政
▱陈镜清

传统民本思想在先秦已经产
生、发展并融入社会文化，社会学
家金耀基教授曾用“中国之民本
思想，实澈上澈下，流贯中国五千
年之政治”来描述民本思想对中
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朱子民本思想之源朱子民本思想之源

中国早期文化将人类社会的
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

“天”。周公提出“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把天命与民意做
了朴素关联。此时，民本思想虽
未成体系，但统治者对执政方略
已有所思考。

孔 子 总 结 发 展 三 代 民 本 思
想，并将思考核心落到“人”，放大

“人”的分量。他提出“道千乘之
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即治国不可打乱人民按自
然时令的生活规律。孔子用“仁”

来描述人与人的关系，君对民之
“仁”，实对国之“仁”。孟子追随
孔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
等思想。荀子则以“舟水”之喻警
示统治者，提出“水则载舟，水则
覆舟”。

金耀基教授认为儒家民本思
想有几个基本要义：首先以人民
为政治主体，强调民有、民享；其
次天立君为民，君主居位须得人
民同意，“革命”与民本实为一体
两面；再次，“保民”“养民”“化民”
乃人君最大职分；最后，民本是

“义利之辨”“王霸之争”及“君臣
之义”等的判准。

朱子阐释和发展了儒家民本
思想。他为《四书》做注，将观点
阐发其中。历代帝王对“民本”之
贯彻令其甚为愤疾：“千五百年之
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
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
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他提出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
之私有故也。”这一观点超越了封
建社会“家天下”的普遍认知，也
奠定了他“民与国”关系论断的基
础。他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
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
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以此呼
应孟子的“民贵君轻”。在施政方
面，朱子提出“王道以得民心为
本”“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
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矣”。

朱子爱民之举朱子爱民之举

朱子对民本的追寻不仅是思
想上的探讨，终其一生，亦是在践
行民本理念。他倡导薄赋、恤民、
宽民力、兴教育，这四方面集中且
直接地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

首先，朱子主张薄赋，反对重
敛。他以陆贽之言劝喻孝宗：“民
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
本伤，其本伤则干凋瘁而根柢蹶
拔矣。”从国家长远利益着眼，征
赋税切莫竭泽而渔，应“视入为
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
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薄赋让
人民有所劳且有所得，直接提高
人民的获得感。朱子在南康军知
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漳州知州等任上，均采取措施蠲
免税钱和整顿赋税名目。

其次，朱子认为“天下国家之
大务，莫大于恤民”。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执政者体恤民心，使其安

居乐业，才可消除民反隐患。朱
子不论为官抑或赋闲，都重视恤
民。1168 年朱子闲居祟安县开耀
乡（今武夷山市五夫镇）他与土居
朝奉郎刘如愚共同创办“社仓”以
积谷备荒。村中设仓藏粮于民，
惠及乡村饥民，是我国古代荒政
史上一大创举。朱子知南康军积
极筹粮救灾，募民修堤，以工代赈，
既解决了灾民缺食问题，又修筑了
河堤，“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再次，朱子主张轻役宽民力，
反对繁重夫役。南宋孝宗时，全
国各地试行“义役”制，即役户共
同出钱买田资助当役之人。但豪
强实际把持义役田和役次推排，
下户吃亏。朱子批评此“义役制”
是“困贫民以资上户”，妨碍农业
生产。朱子还主张“爱养民力”。
在朱子看来，只有“宽民力”使民
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更好地发展

生产。
最后，兴教育，为社稷育才。

朱子寻访、举荐民间贤达，使其为
国家社稷效力。朱子知南康军发
布《招学者如郡学榜》称“无籍者
给食，有籍者以次差补职事”，惜
才爱德之心可见一斑。“漳上真
儒”陈淳便是朱子知漳时延请至
州学的贤人，成为朱子理学重要
传人，所著《北溪字义》被尊为“东
亚第一部哲学辞典”。朱子为官
时日不长，任上多次兴建书院，制
定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一为民启
智、使人善学之举深刻影响了后
世的书院文化。

朱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朱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史上，传统民本思想曾为安
邦治国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亦将“民惟邦本、政得其
民”标举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
重要启示。2021 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闽考察，在朱熹园中说，
朱子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以
人民为中心”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要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增强文化自信。对朱子民
本思想继承与发扬有了新的时代
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以
人民的立场为根本立场，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作 为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 和 使
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习总书记以“人民就是
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一掷地有
声的论断，向世人宣告只有中国
共产党真正把民本理想转变为现
实的政治力量，切实贯彻到治国
理政实践中。

“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
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党和国
家聚焦民生福祉，注重人的全面
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让百姓有更强获得感。

汲取传统民本思想精华，结
合时代需求，实现对传统民本思
想继承与超越，是中国共产党执
政智慧的体现，也必将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伟力。

（沈毅玲，闽南师范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博
士，硕士生导师；挂职闽南日报社
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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