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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记载了贞观十一年御史马周向唐太宗上
奏的《陈时政疏》。此疏从历史周期率的高度分析了朝
代兴衰的规律，结合现实，从君主“罪己”的角度提出了
一系列重要谏议。这些谏议不仅对当时的国家治理有
指导意义，对后世的执政理念亦有深远影响。《陈时政
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马周认为，治国理政
的根本在于赢得民心，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实现国家的
长久安定与繁荣。这一理念与《论语·为政篇》中“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脉相承，体现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民本思想。
他在疏中提到：“臣历观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

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
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自魏、晋以还，降及周、
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
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
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
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思隆禹、汤、文、
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
大意是说，他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更替，
长的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由于广施
恩德，赢得了民心；自魏、晋、北周及隋代，长的不过五
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灭亡了。都是由于开创
基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教化，只做到自保帝位，身后
没有更多的恩德流传。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治
教化稍有衰弱，一人号召群起造反，国家很快就土崩瓦
解。现在，陛下虽然以大功平定了天下，但积累恩德的
时间尚短，确实应当学习大禹、商汤、文王、武王的治国
之道，广施恩德教化，使百姓感受不尽，为后世子孙打
下牢固的基础。

（二）倡俭戒奢，轻徭薄赋。中国自古有“奢靡之
始，危亡之渐”的说法，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破由奢。”马周则在疏中提出，“大要唯以节俭
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强调节俭与惠民是历代盛
世的共同特征。

马周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
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
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
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
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
陛下不存养之。”大意是说，我朝刚刚经历了战乱，人口
只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而百姓负担的徭役不断，兄
去弟来，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没有闲暇时间。君
虽有诏减轻徭役，但有关部门却劳务不停，徭役如故。
五六年来，百姓抱怨很多，认为陛下不让他们休养生
息。

马周对比过去贤君圣主的做法说：“昔唐尧茅茨土
阶，夏禹恶衣菲食”“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
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
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大意是
说，古代唐舜住茅草屋，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汉文帝
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
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
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
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马周认为，“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
乐。”他说，在贞观初年全国都闹灾荒，一匹绢才值一斗

谷，然而百姓知道陛下关心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不曾
有什么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
换十多斗谷，而百姓却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
怨言。再加上现在所兴办的事，很多都是无关紧要
的。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
百姓的痛苦与安乐。

马周因朝政存在的这些问题，而对大唐帝国的前
途命运深感忧虑。他说，陛下少时生长在民间，知民间
疾苦和前代成败，尚且如此，皇太子生长深宫，没有经
历过社会上的事，将来继承皇位后，确实让人心里担
忧。马周对太宗皇帝能够恢复到贞观初年的“节俭于
身”，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他说：“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
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
幸甚。”

（三）约束藩王，稳固朝邦。藩王之乱历来是中国
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对诸王
的约束，关系到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马周在这里建
议太宗皇帝，在创业初期对诸王就“当制长久之法，使
万代遵行”。

马周在疏中借贾谊规劝汉文帝故事，表示对当今
皇帝恩宠诸王过厚感到忧虑。他说：“然即万代之
后，不可不虑。”他提醒太宗皇帝说：“自汉、晋以来，
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为节
制，以至于灭亡。”又说：“今天下百姓极少，诸王甚
多，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唯虑其恃恩骄
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
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则
武帝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
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
加别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
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在子弟而已，
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

其大意为，对于诸王的事情，不能不考虑到将来。
自汉朝、晋朝以来，扰乱天下的，哪一个不是诸位藩王
呢?都是因为设置藩镇不当，又不预先加以节制，以至
于最终灭亡。如今天下百姓数量非常少，而诸王的数
量很多，朝廷对他们的恩宠待遇有过于优厚的情况。
魏武帝因宠爱陈思王曹植过度，造成后来魏文帝对他
心存疑虑和畏惧，以至于后来如同囚犯一样受苦。您
现在不用担心皇子们不富贵，他们享受的俸禄和封户
不少，除了华美的衣服和精美的食物之外，还需要什么
呢?而且每年另外给予优厚的赏赐，从来没有限度。俚
语说，贫穷的人不用学习节俭，富有的人不用学习奢
侈。现在圣明的陛下开创帝业，怎么能只是把事务安
排给子弟就罢了呢?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让千秋万代
都遵照执行。

（四）慎终如始，防患未然。马周认为，民怨的积累
将威胁政权稳定，这是朝代兴衰更替的根源，因此从创
业之初就要防止犯这些会导致民怨产生的过失，慎终
如始，防患未然，以史为鉴、以史为戒。

马周在疏中说，我考察前代以来国家兴衰成败的
规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其国无不即
灭”“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他说：往往后
朝皇帝光看到了前朝的覆灭，而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犯
同样的错误，出现同样的过失。以至于“殷纣笑夏桀之
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
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故京

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
不可不戒也。”

马周的《陈时政疏》，从统治者自身过失找原因，总
结历代人亡政息的教训，针对时弊，提出了在积德累
业、倡俭戒奢、轻徭薄赋和约束藩王等方面的改进措
施。突出强调的是为政之道，在厚民生、顺民意、得民
心，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陈时政疏》反映了
马周的政治见解，为唐太宗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参
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发展，也
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治国智慧。

“以民为本”，是中国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重要理
念和策略，也是历代贤明君主试图破解历史周期率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执政党的自我
革命，成为我们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提出中国共
产党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这一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毛泽东郑
重地回答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
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
息。”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将发挥人民民主的作用，让人
民监督政府，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以民为本”到“民
主监督”，人民从被动接受“恩惠”，到当家作主，人民的
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如后来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从严治党探
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一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讲跳出历史
周期率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
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
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
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
这就是自我革命。”并进一步阐述道：“勇于自我革
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
使命。”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中，探索出的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是党立足当前新的历史方位
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对成功破解历史周期率这
一千古难题进行的新思考、新探索。“民主监督”和

“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使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
周期率上，实现了外部监督和党内自律的有机结合，
实现了内因与外因共同发挥作用的完整统一，为我们
党能够经得起长期执政的考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
论保证。

从古代帝王的“积德累业”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民主监督”“自我革命”，治国理政理念实现了质的飞
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自我革命，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破解历史周期
率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坚实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方能江山永固
——读马周《陈时政疏》

■ 朱明华

巍巍光岳楼，见证
了东昌古城六百多年的
沧桑变化，尤其见证着
光岳楼下黎民百姓的苦
乐人生。山东省作协会
员孙洪峰撰写的传记文
学《光岳楼下》，记录了
在东昌古城光岳楼下三
次 创 业 的 贾 锡 河 先 生
（1917—2014）近百年的
传奇人生。

传 主 贾 锡 河 的 一
生，如同一条跌宕起伏
的河流，与光岳楼互为
见证，构成个体、家族、
古城和大时代变迁的丰
富叙事。换言之，这部
传记通过贾锡河的传奇
人生，不但写出贾氏家
族史和东昌古城史，而
且还表现了国家和民族
风风雨雨的现、当代历
史，留给读者诸多思考
的空间。

这部传记浓墨重彩
地描写了光岳楼下一个
普通裁缝的个人命运。
说“命运”并非迷信，而是

说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有太多事情个体根本无法把
握——或许正是那无法把握的东西，造就了后人眼中的
传奇人生吧。少年时代的贾锡河通过私塾教育粗通文
墨，逃荒到沈阳后曾当过裁缝，回到东昌古城后，正式拜
师学习裁缝，从此确立了一生的职业身份。贾锡河解放
前曾三进东昌城创业，历经三次牢狱之灾，先后三次与
八路军、解放军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服装社社长、厂
长三十年之久。

酸甜苦辣人生况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晚年的
贾锡河先生，与妻子扶持相伴夕阳，八位子女各有成就，
孙辈俊秀瓜瓞绵绵，五世同堂其乐融融——正可谓苦尽
甘来，忠厚善良的奋斗者，得其应有之福报也。

贾锡河的个人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一代人
的命运。他们那一代人大都经历过缺吃少穿的生存考
验，经历过土匪之骚扰与战乱之劫难，后来又经历过思想
改造和阶级斗争，漫长而动荡的人生旅程，能够顺风顺水
抵达人生跑道终点的，为数并不太多。

贾锡河的命运，亦是其奋斗成长的历史。作家柳
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
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贾锡河自其青少年
起，就具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善于学习，善
于探索，虽经磨难而不肯消沉，这种品格或许是家族的
基因，或许是传统文化的民间蕴藏，最终成就了贾锡河
的人生。

在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贾锡河似乎总能得到高
人指点与贵人相助；另一方面，他这一生也多次帮助弱
者，或收养贫病，或助成婚姻，或善待落难者，或指引
后生……贾锡河都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伸出仗义之
手慷慨相助。在贾锡河处于人生低谷之时，省军区司
令员童国贵的出场相认，如同小说情节一样峰回路转，
真乃如古语所言“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总相逢”。这
一段看似巧合的传奇故事，与战争年代贾锡河凭借裁
缝手艺助力革命事业密切关联。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斯言分毫不爽！贾锡河与
黄埔军校毕业生、书法家耿介（本名耿连奎）的交往，表现
了贾氏一家重情重义的温厚人性，颇具传奇色彩。《道德
经》有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说尽管天道对世人无
亲无疏，但往往暗中帮助那些善良之人。贾锡河的成功
之路，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古老的处世智慧所具有的内在
价值和教育意义。

贾锡河其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特别注重对子女的
教育，尤其是学力教育和品德教育。或许正是这一远见，
促成了贾家后辈学有所成，业有所继，代有人出。对家族
后辈，或者广而言之，对当代青年而言，如何从前辈人身
上汲取人生经验和成功智慧，这本四十五万字的《光岳楼
下》蕴含着丰富的答案。

当代人物传记难写，信实可靠而又文采斐然的传记
文学不可多得。作家孙洪峰为写作这本传记文学，可谓
下足了功夫。从2016年搜集材料，采访见证人，到2020
年完成初稿，又经两年悉心修改，才得以杀青。在此期
间，作者多次与贾氏家人及编审小组专家座谈交流，他认
真听取各方建议，然后思之于大脑，运之于笔端。真实可
信面前，有多少调查考证的汗水；洋洋洒洒背后，又有多
少坎坎坷坷的努力！文字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文字之外
——这本厚重的传记，不啻于为一位世纪老人留下了一
座文字的纪念碑。

古老的光岳楼下，贾锡河先生的身影并未离开。他
传奇的一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只存在于此书中，还
将久远地存在于其家族成员乃至更多的读者心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光岳楼下》，其前“序”后“跋”，
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包明德先生、中国书画家
协会研究员赵文江先生命笔写就，封面题字则出自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贾新光之手。有作家
孙洪峰的文学才华为功底，复有三位名流之加持增辉，
已经无需笔者溢美之词。且请诸君慧眼识珠，细细品读
其中的人生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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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
和传播方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
的创造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实现文化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对于提升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全社
会涵养深厚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当
今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融的时代，文化的多元性与
创新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社会文化产业
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它承担着将中华民
族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古老的神话传说、传统
的手工艺技艺、经典的文学著作等，以现代的表现形
式进行重新演绎和传播的重任，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要善于借助新兴的科
技手段，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创造出全
新的文化体验和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

的精神文化需求。从火爆的线上文化展览活动，到沉
浸式的文化旅游项目，再到极具创意的数字文化产
品，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成为推
动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力量。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文化创新。文化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
以多元且深刻的方式推动文化在内容、形式与技术等
多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创新突破。在内容创新层面，文
化产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深入挖掘各类文化资
源，将不同文化元素进行大胆且巧妙的融合，从而创
造出新颖独特的内容。影视行业堪称内容创新的先
锋阵地。例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打破传统科幻
电影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常规，将中国的家国情怀、
集体主义精神融入科幻题材。影片中面对地球危机，
全球人类团结一心，共同拯救家园，这种充满中国文
化内核的科幻故事，不仅在国内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
感共鸣，也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独特的“中国式科

幻”热潮。这种创新不仅拓宽了科幻电影的创作边
界，也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搭建了一座崭
新的桥梁。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能够涵养文化自信。文化产业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文化产业的蓬勃发
展在诸多关键维度对文化自信的涵养产生了深远且持
久的影响，已然成为激发民族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核心动力，在营造良好社
会文化自信氛围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春
节档现象级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网掀起热潮，
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影片巧妙取材于神话传说，以
匠心独运的视角和前沿先进的科技手段，深度挖掘古
老故事背后的文化底蕴，不仅展现了哪吒不畏强权、敢
于反抗的精神，还刻画展现了他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深
刻情感，传递了亲情、友情和正义的价值观。这些文化
元素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让观众在观影
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
同，增强了民族文化自豪感。

深耕文化产业 涵养文化自信
■ 张林萍 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