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话情景：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讲话原文：
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

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苟
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
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
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
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
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
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
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
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
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
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出处：
刘安《淮南子·汜论训》
原典：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

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
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释义：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

俗。”“苟”：如果，假如。“法”：效法。意思是说
先王的制度，如果有不适宜的就要废除它；后
世的事，如果有办法好的要定下来发扬它。

这句话出自汉朝刘安的《淮南子》，是其
《汜论训》里面的一句话。当然，原文是说“苟
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意
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
不必一定要效法古人的制度；只要有助于事
情的成功，就不必沿袭旧有的规矩。是说不
断改革、不断创新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只
要坚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事业的原则，改革
就应该推进，也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够达到所
谓有利于民、有利于事业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如果拒绝改革、
拒绝创新，就只会被历史淘汰。

讲话情景：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讲话原文：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中国进行改
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
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
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
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出处：《荀子·天论》
原典：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

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
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
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
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
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
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释义：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

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意思是自然的运
行是有规律的，它无所偏袒。顺应这个规律
就吉祥，违背它就有灾凶。所以智者、圣人只
考虑世间之事，只考虑如何顺应自然，而不去
考虑怎样改变自然规律。

荀子把运动变化等机能叫作“神”，把运
动变化所形成的自然界叫作“天”。荀子认为

“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其运行规律也是
客观的。荀子认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
矣。”（《荀子·天论》）“常道”，“常数”都是指自
然界所固有的法则、规律。

大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个人
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只
有看清形势制定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满足人
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才能天下和乐、国泰民安。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
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
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
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
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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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曾数次引经据典阐述思想，或用诗文俗语释疑解惑，或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道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提纲挈领、纵横捭阖，
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中国书法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立足服务于人民群众，并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传播导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内涵和思想，我们特别策划“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栏目，让大家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
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马伯寅
1974年3月生，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

金融法方向），现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挂职）。18岁加
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曾任中国青少年书法协会分会副主
席，北京大学书画社社长，中国保险业书画艺术研究会副
会长。荣宝斋签约书法家。

曾入选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七届全国中青
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首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等中国书
协举办的重大展览。曾获第二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全国
首届“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全国首届“兰亭杯”书法大
赛、上海江南杯全国书法大赛、迎香港回归全国大学生书
画大赛等国家级书法比赛一等奖共十余次。

出版《马伯寅书法选》。作品发表于《中国书法》、《书
法导报》、《书法博览》等多家专业报刊，艺术简历被收入

《世界华人书画家大辞典》等辞书。作品在美、日、英、法、
新加坡等国，台湾地区及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展出，被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遵义纪念馆等多家艺术单位
收藏。

马伯寅 楷书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

新时期书法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中国
书法已经独立为一个艺术门类。

汉字和书体发展历史也是一部特殊
意识形态的历史。不管甲骨文字还是金
文大篆，内容几乎都是占卜祈祷、歌功颂
德，文字的使用与书写掌握在少数上层阶
级手里。秦统一六国后，首先进行了“书
同文”的改革，小篆成为官方书体。可见
汉字的使用承载着大一统的任务与作
用。而在以后的书法发展历史上那些熠
熠闪光的书法家，如锺繇、王羲之、禇遂
良、颜真卿、苏轼，直到康有为、于右任
……大多都是家族显赫，官居朝堂。他们
的传世作品无论丰碑大碣，还是书稿信
札，均可谓极尽能事、不让风雅。中国书
法的传统也以此为主脉承续至今。

古代中国书法是文人士大夫必备之
素质，也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中的风雅
趣味。由于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他们
的素质及他们的风雅趣味对社会产生着
巨大的影响力，从而使书法这颗美的种
子，能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里生根、开花、
结果,浸润到每位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以
至于成为中国美学的基础。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
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书法艺
术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同时书写工具的
改变，信息时代的到来，书法早已不再是
科举制中人才选拔的敲门砖，历史上书法
艺术主脉的传承者群体性消失。直到上
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法发展才拉开了新
的序幕，各类书法活动风生水起，由学人
领军与全民互动形成了中国书法的新局
面。但是，书法要真正体现出传统审美的
高度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尤其是以书
法审美为核心的美育教育的艰巨性，是书
法事业健康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虽然现如今的领导干部不再被冠以士
大夫的称谓，但仍然是社会群体中的精英

群体，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责任担当对整个
社会的引领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书法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
形式，自然应该成为优秀领导干部必备的
文化素养。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领导干
部都喜爱书法，但真正懂书法的人很少，能
以高水准进行专业性创作的则少之又少。
再加上社会不良风气的存在，一些不懂书
法的领导干部妄加评点书法的现象，直接
导致了社会上对书法认知的观念混乱。

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风
气的转变，在领导干部中又出现了一批有
见地有创作能力的书法家和尊重传统、敬
畏传统的书法爱好者，马伯寅算得上其中
的出类拔萃者。

伯寅从11岁开始，跟随外祖父研习书
法，日临千字，寒暑不辍。

1988年，14岁的他便以小楷作品获得
首届全国兰亭杯青少年书法大赛一等
奖。其后三四年间，伯寅几乎成了获奖专
业户，获得了全国书法大赛的十几个一等
奖。伯寅以此作为更高的起点，开始涉猎
楷书外的其他书体，1991年其草书作品入
选首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1992年，不
满18岁的他入选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作
品展并被批准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这应
该是中国书协历史上最年轻的会员。伯
寅在书法领城少年成名，我觉得是他审美
上天生敏锐的感受力和个性上的不甘平
庸使然，同时也得益于他作为学霸的优
势。同年，他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录取，开
启了人生中另一个方向。

读书期间，法学领域的理性思维和学
术训练，中国金融市场的演进与变迁，启
迪了他另一方面的智慧，十余年时间伯寅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业上，直至获得法学
博士学位（国际金融法方向）。可贵的是，
他在北大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梦想，他
用汉隶、魏晋传统陪伴着自己来完成学

业，其间作品入选第七届全国中青年书法
篆刻作品展。大学本科时担任了北大学
生书画社社长，在留校任北大团委负责人
期间，全国大学生书画比赛、北大百年校
庆书画邀请展等活动都在他的精心策划
下得以成功举办。

从伯寅近作可以看出，其审美取向偏
向于古拙、沉厚、雄健。虽然起初是以小楷
打下坚实基础，但他对于字形的欹侧变化
更为着迷，我认为这源自天性中的审美趣
味，也与他的阅历相关。他在波澜壮阔的
金融机构弄潮，作为援疆干部到过天山大
漠，作为地方监管领导徜徉于东海之滨，广
博览，多见闻，虽然看似和书法并无关联，
但多元文化的见识与融会，反而从不同角
度给他的书法研习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
更广阔而新颖的观照方式。他曾送我一本
自己的金融法专业著作，这种专业理性研
究思维和艺术家的感性思维在他身上似乎
取得了一种平衡。其实艺术家所做的大量
实践试验都是在找寻一种平衡关系，也是
中国古人所说的“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
的度并把握好这种度，决定着艺术成就的
大小。艺术如此，工作、生活亦如此。

艺术工作和机关工作大不一样，机关
工作需要沉稳冷静，艺术工作则需彰显个
性。伯寅文质彬彬，言行迟重有节，但从
他书法作品中却能看到他不拘一格的强
烈个性。他虽然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但
却不甘囿于古人窠臼，对于创新求变有着
强烈的企图心。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书法
发展的两大课题，伯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
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实践。

伯寅一直说书法是他的业余爱好，即
便如此，他在实践中进行的仍是专业性研
究的探索，这源于他对书法专业性的理解
与认识。我曾经说过，当今书坛很多人动
笔不动脑，忽视和轻视对书法审美的思
考，这正是欲向前一分一毫都非常不容易

的重要原因之一。书法已经独立为一个
艺术门类，按照书法规律思考书法的发展
问题，事关书法艺术的前途命运。伯寅虽
不是职业书法家，却对书法的发展承担着
一份担当，对书法的未来方向有着清醒的
认识，所以在书法研习创作中能够重视艺
术表现和尝试。

伯寅的书法注重传统、注重基本功训
练，其作品体现出对中国古代书法经典法
帖的汲取与承继。作品面目丰富，有的古
拙厚重，有的雄强恣肆，有的文静秀气，有
的洒脱流丽。他的小楷除了晋、明两代经
典的精髓之外，又融入了隶书与墓志的结
构与笔法，格调高古朴拙，结体灵动变化。
他的行草书在北碑雄强的基调中融入了帖
学经典元素，有的作品碑多一些，有的作品
帖多一些。他能够尝试打通碑帖藩篱，体
现出强烈的突破意识和表现意识。

我们都和伯寅一样，在生活与工作中
寻求平衡，从理性与感性中寻求平衡，从
传统与创新中寻求平衡，在内容与形式上
寻求平衡……而平衡并不是平均分配，而
是“和而不同”，要想取得平衡，必须打破
均衡，必须想明白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是
什么，最本质的节点在哪里，甚至需要刻
意突破舒适区，去尝试越界、过度，找到自
己的独特点。在书法艺术方面，应当坚持
传统,植根传统，研究和遵循汉字与艺术符
号(或元素)的审美规律，情感与形式的规
律，组合方式规律，对比方式规律，形象思
维规律，还有继承、借鉴与创新规律，等
等，这是书法家向艺术性深入的一条捷
径。希望伯寅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发扬
光大传统，去除他人的影子，更好的把握
平衡的破与立，在现在的起点上有破有
立，大胆突破，建立新的平衡，找到更高层
面的自我。正如孙过庭所说：“初学分布，
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
绝，复归平正。”

马伯寅 草书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则凶。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
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
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
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
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问题，不是
深通学术源流及修学程序的，便不
能适当地解决以便利学者的参考，
这类具有指导意义的目录编制，自
应成为一种专科。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人是刘
歆。刘歆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
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
略，并于六略之外，另编提要一种，
名叫《辑略》，总起来称为《七略》。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刘氏《七
略》为蓝本，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了
一个说明，无异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
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
的体例，成了后来历代编书目的模
范。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即有书
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说
明，每书有提要。

《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
统的介绍，为研究国学者必须参考
的书（因为国学精华全在周秦古籍
里面，后世陈陈相因，很少新的创
作）。现有顾实讲疏的单行本可
读。如果要略略知道汉以后的书，
可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的
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册
数较少）。国学书太多，精彩的很
少，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
提要，是最好的方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问答》，就他所认为较重
要的国学典籍，介绍了两千余种。胡适之、梁任公
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
初学者用的。张氏所开的书太多，胡、梁两氏所开
的书虽不多，但胡适偏于文学，梁氏偏于史书，亦
不甚合适。近年来编这种书目的还有李笠、钱基
博、丁福保诸氏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等。

（摘自曹伯韩著《国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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