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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理论自信”，因

何 而 自 信 ？ 首 先 理论因科学

而自信。历史上不乏各种变

革社会的思想，但许多已经时

过境迁、偃旗息鼓，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寻求人的解放追求人的幸福生活上引领

着人类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生命

力。

理论因成就而自信。从生态省建设，到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发展之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命魅力在实践中得

以印证。

理论因人民而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立场是人民立场。人民主体性是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情怀。理论

信仰人民，人民信仰理论。

理论因开放而自信。环顾今天的世界，

美国不断退群脱钩，单边主义持续甚嚣尘

上。而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

中国抗疫几乎是全球一枝独秀。我们有

本事把中国的事情做好，那我们有没有本事

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呢？

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首先我

们要完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们在与西方

对话沟通的过程中，首先要让别人能听懂

我们在说什么。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过

程中，不仅需要官方媒体的努力，它需要更

多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讲好中国故

事。

比如，作为大学生，大家可以用双语讲

好中国的抗疫故事。把中国共产党具体细

化为一个个的个体，例如医生、老师等等。

让西方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蕴含于每

一个中国的个体中。我想，这

样的中国故事，会更加打动人

心，更好地去建立起国内国外

的沟通的桥梁。

开放、包容，讲好中国故事

钱江晚报开设的“有风景的

思政课”我觉得非常好。风景有

风和日丽、阳春白雪，但是也有

暴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

这次抗疫以后，中国的风景这边独好。

可中国不是一个孤岛，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

压力依然很大，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了一轮

又一轮严峻的挑战，可以说中国外部风景不

是风和日丽的。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西方国家看中

国的角度不同。

怎么办呢？风景是人创造出来的，我

们高校怎么创造这个风景？这就是我今

天的主题。我们要建构一个人类共享的

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概念体系、思想体

系，共同的审美观，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美

好的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为什么说“百年未有”？包括中国这样

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正在崛起。我们和

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

革。但总体上，双方力量对比还处在一个相

持阶段。此时，西方维护它的霸权的决心和

力度空前增强。虽然这几年我们的外交关

系取得很大进展，但现在的世界，很多国家

依然是一盘散沙，经常被西方国家分化、瓦

解。

美国也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也

走到了十字路口。美国是怎么应对的呢？

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张“美国第一”，以邻为

壑、以世界为壑。这暴露了西方近代以来，

以征服世界来实现发展的本性。但这条路

已经走到尽头了，它出了问题。

中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提出的应对

是：我们要有一个超越西方，更开阔、更高

远、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战略。“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思想，也是未来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

个奋斗方向。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

型国际关系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实验平

台，这就是中非合作关系。

中非合作关系，是当代最具有特点的中

国外交路径之一，也是最具有中国特点的发

展理念之一，更是中国给世界描绘的人类共

享的风景线当中，最值得观察的一个窗口。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读书人，今天的大

学生，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提了几个奋

斗的方向：用合作研究构建中非共享知识；

用共享知识助推中非共同行动；用共同行

动推进中非共同发展；用共同发展形成中

非共同利益；以共同利益构建中非共同命

运。

我们首先要建构共同的知识体系，这种

知识体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动呢？大学

要构建起国际一流特色学科，一流学科应发

挥出智库功能，以此推进高校的供给侧改

革，从而延伸知识思想的价值链。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是闭门造车，

也不是自我欣赏。这个学科是不是一流的、

国际化的，就看它能不能发挥出咨政建言、

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经世致用的功能。今天

的大学，也要赋予它智库的功能。

我举几个自己做的案例。大约 20 年

前，我在云南一所大学工作，当时已经从非

洲回来很多年了。后来我到北京人民大会

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这是我作为一个读

书人，做了 20 年的非洲文化艺术研究以后，

第一次给国家进言献策，给国家提供咨询。

而在那之前，我没有想过，一个读书人能做

这样的工作。

来到浙江以后，我根据浙江的需要，为

我们省政府提供政策咨询。2018 年我在省

政府专题学习会议上做了报告，后来又在省

发改委再次做报告，并参与规划了浙江省对

非合作、对外合作的战略。

光 明 日 报 日 前 和 南 京 大 学 评 出 的

2020 年中国智库十大典型案例，我们所报

送的《助推中国的地方对非合作，把金华打

造为对非合作的国家高地》成为十大案例

之一。

这就是我们为服务国家战略所做的工

作。最近几年，非洲的总统、政要、大使络绎

不绝地到浙江来，到金华去。

比如今年9月，非洲23个国家的大使就

集体到金华参观考察。

中国有读书人治理国家的传统，古人讲

求“知行合一”。历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他们

中的多数曾参与过国家的治理，他们的政治

理念都融合在政治实践当中。所以，我们现

在的读书人也要有经国济世的天下抱负。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日读书人的责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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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年终公开课：眺望青年的未来

“有风景的思政

课”是钱江晚报和

“学习强国”浙江学

习平台共同创办的

思政教育品牌栏目，

一年多时间里采访

报道了全省各大高

校、中小学校园近百

讲精彩思政课，推出

了大批优秀思政教

师，是全国最早全方

位报道思政教育的

栏目之一。

迄今为止，该栏

目在钱江晚报推出

了近百个专版，在

“小时新闻”等移动

端推送两百多篇报

道，阅读量超过2000

万；在“学习强国”浙

江学习平台上播发

“有风景的思政课”

视频，每一讲都上了

“学习强国”首页推

荐，专题总阅读量超

过 3000 万，为我省

校园思政课的改革

创新，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和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