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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编者按：
历史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的真实记录。古往今来，大凡治国
者都深谙“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的道理。二十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
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更是把通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史为鉴，开辟未来”
作为文化自觉。不管我们从事何种职业，都要继承前人的知识，借鉴前人的成
败经验，而这些都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斯言
诚哉！

锤炼“历史眼光”

①一位老同志曾勉励在任的当地领导干部，再忙也

要多读点书，尤其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他说，对

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来讲，历史眼光和哲学思维都
是看家本领。

②所谓历史眼光，就是将事物和现象放到历史的长

河中去考察，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有没有历

史眼光，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大不一样。它往往决
定了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特别是认识事物、

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③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读史、论史，并古为今用。

300 万字的《资治通鉴》读了 17 遍之多。1944 年，
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李自成领

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
时说：“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

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②论述历史眼光的内
涵及对领导干部的重
要性。

①开篇点题。

题目即论点。

③举例论证。论述读史
可以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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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德国一个历史博物馆入
口处就有一段醒目的铭文：警告！历史会让人具有

洞察力并导致其意识觉醒。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

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包含着许多国家、
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

与邪、荣与辱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一些优秀的政

治家总是能够善于从历史中借鉴汲取这些宝贵的
经验教训，自我修正，防止重蹈旧辙。

⑤但锤炼历史眼光，不仅要让自己的眼光穿透历

史，还要折射现实，看到未来。在历史的浩瀚中，

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
起来。这样的历史眼光才是深邃和明亮的。听一位

著名教授作的一场“国际政治格局”讲座，他讲的

本是“现在”，但其逻辑起点却是历史，特别是现
代史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从雅尔塔协定到战后

美苏争霸，从苏联解体到冷战结束，然后逐步过渡

到对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认知与分析。这让听讲者
对当今的国际格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对未来的

走向有了基本的把握。的确，“现在”，并不是一

个孤立的时间点，而是一个不断由“过去”走向“现
在”的过程。

其实，许多现实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尽管都是一

定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的产物，而且其表现形式和

侧重点也会有不同，但都蕴含着事物的发展规律。
所谓“历史惊人的相似”“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就是这个道理。因而，锤炼历史眼光，还须运用哲

学思维，把事物放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分
析，从历史的脉络中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只有

④举例论证。论述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

⑤举例论证。指明“锤
炼历史眼光”不仅要让
自己的眼光穿透历史，
还要折射现实，看到未
来。

⑥引证法。论述锤炼历
史眼光还须运用哲学
思维，从历史的脉络中
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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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

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

深、把得准”。习近平总书记曾以深邃的历史眼光，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历史长河中，从改革开放

40 年、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建党 97 年、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文明 5000 多年这 5个历史维度去考
量，使我们深刻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宝贵

成果得来极不容易，让我们更好把握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⑦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
深处走来，我们才能对一些问题看得更深、更远、

更透，才能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

清历史趋势。历史也是一位长者，从与它的对话切
磋中，我们才能活跃了思维，深邃了思想，试炼了

精神，发现了新图景。

来源：2018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 作者：李树杰

【时代警语】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才能对一些问
题看得更深、更远、更透，才能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
趋势。

【思维串联】

⑥照应题目，重申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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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多读史以知“治”

古人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早在 1920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
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

史之故”，因此“劝大家读历史”。而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民本思想，

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再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气节，乃
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爱之心……这些历史智慧和文化养分，多有成风

化人、润物无声之功。

“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领导干部接触面广、

工作挑战性强、群众期望高，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很多，多学些历史，不仅

是个学习兴趣的问题，更是一种政治智慧和历史自觉。正所谓“执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

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治理好

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
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无论是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
展，还是治理好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无论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

实现民族复兴的夙愿，不仅需要运用今天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从历史中寻

找智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
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中

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珍视这一优势，不

去汲取中华文化的“活性力量”。

1941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就曾

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
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

记了。”“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

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在如今的一些领导干部那里，总觉得学历史不如学业

务管用；有的学历史则是为了多些谈资，只武装嘴巴不指导实践，从这样的目

的出发读史，往往不可能理解历史的真谛，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只有真正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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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历史自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思维，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才能收获“明志”“知治”之效。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从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

习，善于重新学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聚焦我国历史上的

国家治理，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有益借鉴，可以说，重视学习、注重读史，已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干

部的迫切功课。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历史素养、治理水平和政治智慧，学会按

照历史规律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才能写下勿忘昨
天、无愧今天、不负明天的绚丽篇章。

来源：2016 年 04 月 22 日 04 版 《 人民日报 》 作者：贾世江

【思考】
1.什么是“历史眼光”？

2.怎样理解“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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