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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共话“中国梦”

曹晋杰

2012年 11月 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一次阐述

了“中国梦”。今天我们就以此为话题，来共同畅谈“中国梦”，下面

分梦之源、梦之路、梦之美、梦之行四个问题来讲。

一、梦之源———中国梦的产生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曾是

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若将唐朝时的 GDP换算成美元，在当时就

达到 384亿美元，约占世界 GDP总量的 58%；北宋时，人均 GDP达

到 5 500美元。中国人工修筑了万里长城；开凿了西起长安，北达北

京，南至杭州，全长 2 000多公里的大运河；有造福世界的四大发

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有世界上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

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农业、水利、文学等方面的成

就，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每个中

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可是，从 19世纪初开始，英国把鸦片大量输

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于 1840年对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为帝国主义列强武力侵华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此后，东西方

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全面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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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了侵略，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时掀起

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帝国主义更是从明朝中期起，就不断侵犯我

台湾和东南沿海，杀我同胞、抢我财物；1894年 7月发动了甲午战

争，割我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

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1937年 7月又发动了卢

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仅在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就

屠杀我国同胞 30多万人。帝国主义列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

甚至在上海的公园门口挂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污辱

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学者以条约内容作为侵犯、

损害我国主权和国家民族具体权益“不平等条约”为标准，估算出

历届政府与 22个国家共签定了 745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清政府

从 1841年 5月至 1912年 2月共 70年，签定不平等条约 411个；北

洋政府从 1912年 3月至 1927年 5月共 15年，签定不平等条约

243个；南京国民政府从 1927年 9月至 1949年 6月共 22年，签定

不平等条约 91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

割地、赔款、开辟商埠自此开始；赔款最多的条约是 1901年《辛丑

条约》，向入侵的十一国赔款计白银 4.5亿两，分 39年还清，本息合

计白银 9.3亿两；割地最多的条约是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将黑

龙江以北 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 40

万平方公里土地（含库页岛）由中俄共管。这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

上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

国力日渐衰微，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加深重。1840年的时候，清王朝

的 GDP占全世界总量的 36%左右，到 1900年的时候只有 11%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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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了。国土面积也从 1 500万平方公里，缩减为 960万平方公里。中

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

的。1942年河南大灾荒，几千万人流离失所，300多万人活活饿死。

1840年以后，在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下，中国人

民多灾多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

屈服，没有被吓倒，而是在苦难中艰难探索富国强兵、民族复兴的

道路。鸦片战争后的 1851年 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

平天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对外坚持独

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这次革命发展到 18个省区，坚持斗争 14

年之久，虽在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但它表现

了中国人民不甘愿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中国人民在山东、华北、京津、东北一带又一

次掀起了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反帝运动，由开始时的“扶清灭洋”发

展到后来的“扫清灭洋”，它虽然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

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但在清政府勾结外国势力的残

酷镇压下，最终还是失败了。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海战失败后，民

族危机空前严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政治要求的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马关条约》，主张“变法图

强”，宣传变法维新，光绪皇帝接受了变法主张，任用变法人士推行

变法新政，但遭到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实力派的反对和镇压，光绪皇

帝被幽禁，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

命，10月 10日举行了武昌起义，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

府迅速解体，清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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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

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逼迫下，孙中山被

解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政权，革命宣告

失败。中国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回顾这段历

史，就是要不忘我国近代史上外敌入侵、割地赔款的民族耻辱，人

人都要为实现强国梦而坚持不懈地团结奋斗。

二、梦之路———开创实现中国梦的阳光大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

年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从此，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

梦”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90多年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经过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 28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中国，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的道路。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两万五千里长征、

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于 1949年 10月 1日，毛

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国

家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外国侵略势力被赶走，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特权被取消，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帝国

主义任意宰割和掠夺中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团结统一的新国家，昔日帝

国主义讥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而今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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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周围，像一个强大的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的成立，标

志着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统治的结束，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

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成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

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

争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 109年历史，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

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实现中国梦的

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和天灾不断，国民党政府留下

一个烂摊子，新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工农业生产十分落

后，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点灯的煤油都要靠进

口。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努力，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及

时提出了以“一化（加速工业化）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任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大

力推进农业合作化。从 1953年开始，党中央主持研究并实施第一

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帮助，但党

中央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一五”

计划提前完成，接着又进行了“二五”“三五”“四五”计划的实施，经

过 28年的高速发展，虽然这中间发生了三年大跃进、十年“文化大

革命”，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中国还是成功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

全的军工体系。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

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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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

农业机械都能造的工业大国。1971年，第 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

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

即通过了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

议案。同年 11月 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

大会，不久，开始履行中国作为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的职责。接

着，中美、中日关系大门也打开了。五星红旗已在世界 162个国家

和地区的中国使、领馆上空高高飘扬。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后来的

全方位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实事求是地说，与改革开放后相

比，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

这绝不表明那个时期的成就不伟大、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

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

打得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

心的几届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拨乱反正，坚持“一个中心

（经济建设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在经过 30多年总结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

胆探索开拓，勇于改革创新，使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到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 51.9万亿元，跃升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位；公共财政收入增加到 11.7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8%和 9.9%，共

增长 30倍以上；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

就，太空行走、嫦娥探月、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

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成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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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

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

建的重大胜利。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从

建国初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现在“强起来”，为世

人所瞩目。新中国成立 60多年的实践，又一次告诉我们：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

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

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

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

基础。”这就告诉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是党的十

二大才提出来的，是在全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不断探索、实践、

逐步丰富完善起来的，而且现在和今后仍处在继续改革创新之中，

但它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新中国头 28年建设基础之上

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

后的历史时期。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基础，后一个阶段是前

一个阶段的继承、扬弃和发展，两个阶段共同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开创。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新中国历史就会清楚，如果

1978年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或者 1978年以后不把改革开放坚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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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其结果必然是亡党亡国。这一点已

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但如果 1949年不建立新中

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教事业的人

才，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即使起步，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而是误入资本主义的歧途，其结果同样会亡党亡国。这一点也

已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我们讲梦之路，就是要始

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记党领导全国人民的奋斗史，颂

党、信党、跟党走。

三、梦之美———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憧憬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美梦，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的社会主

义幸福生活，如今早已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了。1987年 4月，邓小

平对中国未来发展设想了三步目标：第一步，以 1980年国民生产

总值人均 250美元为基数，在 80年代翻一番，达到 500美元；第二

步，到 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 1 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

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第

三步，在 21世纪用 30到 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4 000美元，使

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第一

步、第二步已经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八大为我们描绘了建设美丽中

国的新蓝图，即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还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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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布局。习近平

总书记具体地描述了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他说：“我们的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

更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国家强盛，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美丽中国就在眼前，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勇

往直前，为此而努力奋斗。

实现中国梦之新蓝图，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必须坚持

中国道路。这就是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走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30多年的

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多年的持续探

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 17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

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

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

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

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实现中国梦之新蓝图，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导弹控制

系统创始人梁思礼院士于 1941年赴美留学，经过 8年勤工俭学、

刻苦攻读，主修无线电专业，后来又读自动控制，先后获得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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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士学位。1949年，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他毅

然抛开一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后来，他有一次访问美国，在

西雅图遇见了当年的同窗好友，也是个华人，也是个导弹专家，当

时的年薪是 300万美金，可梁思礼一年的工资还不到 1万元人民

币。有人问他作何感想，他掷地有声地回答：“那位同学研究出来的

导弹，当时也许就瞄准着中国；我研究出来的导弹，却是要保卫祖

国。我为此非常自豪！”从梁思礼院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知

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正如雨果所说：“人们不

能没有面包而生活，人们更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爱国”两个

字，不是一般的红墨水蓝墨水写得出来的，而是用血水、汗水和泪

水书写的。

实现中国梦之新蓝图，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

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

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中国梦的

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拥有广阔的空

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

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

创造出来。

四、梦之行———为实现中国梦担当的历史责任

中国梦是一面旗帜，是一座灯塔，我们不仅要靠它把 13亿人

凝聚起来，而且要用它激发每个人身上的进取心和创造力。13亿人

的力量是无穷的，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中华民族

复兴的征程中，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贡献自己的力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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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每个人梦想成真，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也必然得到实现。

按照建党、建国两个百年的目标，现在离第一个百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还有七八年，第二个百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也仅有三十六

七年，现在的青少年都要投身到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奋斗中去。

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当代青

少年的思想品德和科学文化素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每个

青少年都应在这新的时代潮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确立自己的理

想、信念和追求，并纳入到对祖国无比的忠诚、热爱和奉献之中去。

具体地说，就是：

要立共产主义理想之梦。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

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它的最高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

是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党的十

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

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最大实际。”同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

考验的精神支柱。”这就再次告诉我们，实行党的基本纲领和为实

现最高纲领而奋斗之间，是必须统一，也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也并非凝固不变的，

而是一方面要长期加以坚持，另一方面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

奋斗目标，并根据客观条件与时俱进，把党的基本纲领与最高纲领

加以统一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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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忠诚报国之梦。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前途和命运

都是和我们祖国的前途、命运分不开，都是和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

运密切相联。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凝聚和寄托了几

代中国人的一种宿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

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共同责任。我们青少年不仅要从小

立爱国之心，也要立报国之志。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就确立了“为中

华的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以后为革命一生奔波，为中国崛起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青少年从小就要立大志，将来做强国富

民的大事，为实现中国梦做大的贡献。

要立攀登科学高峰之梦。青少年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阶

段，我们以什么去爱国、报国？除了一颗赤诚的心，还要学有所专、

学有所长，掌握知识，学好本领。科技人员研究表明，知识更新的周

期在 18世纪为 80~90年；19世纪到 20世纪初缩短为 30年；20世

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学科为 5~10年，八九十年代许多学科缩短为 5

年；进入 21世纪已缩短为 2~3年。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超过

其他发达国家，登上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要从小打好基础。学习

是一场艰苦的攀岩，马克思讲：“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

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

到达光辉的顶点。”

要立身体力行之梦。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精神，是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青少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更要抓紧成长过程中的黄金时期，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和 2013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

议精神，自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学会用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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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一切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修身之本，像雷锋同志那

样，心向党，有理想，知荣辱，见行动，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校的青

少年要努力学好服务社会本领，养成遵纪守法的自律习惯，积极参

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争做“四有”新人；已走上社会的青年

要人人爱岗敬业，在改革与创新中发挥聪明才智，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万众同心协力，中国梦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变为现实。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曹晋杰，1935年生，江苏盐城人，作家、副编审。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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