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在历史的进程中，变革的脚

步从未停歇，它不仅推动了社会

的进步，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时

代的人们。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问题。本期“传统文化”版面带你

回顾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革。以

期鉴古知今、以史为镜，汲取今天

变革的智慧与力量。

▲ 书法 李福林（国电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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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后期，游牧在阴山地区的鲜卑族拓跋

部迅速崛起，建立北魏。439年，北魏统一北方，

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北

方各族人民长期杂居，民族聚落已不多见。内

迁的各族在生产、生活和习俗上，与汉族已无明

显的区别。而鲜卑拓跋部因内迁较晚，仍保持

鲜卑族的习俗，要治理好广大的北方地区不免

困难重重。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立志用文治移风易

俗。他力排众议，494 年迁都洛阳，把百余万包

括鲜卑族在内的北方各族人民迁到中原。他进

一步推行汉化措施，规定官员在朝廷中必须使

用汉语，禁用鲜卑语；以汉服代替鲜卑服；改鲜

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贵族联姻；采

用两汉、曹魏的官制、法律等。这些措施，促进

了民族交融，也增强了北魏的实力。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消息传出后，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时局的危险和变法的

紧迫性，呼吁变法救国。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

推动下，光绪帝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决心变

法。1898 年 6 月 11 日，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

诏书，宣布实行变法。随后，光绪帝发布了一系

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裁撤冗官冗员，允许

官民上书言事；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发展农

工、商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废除八股，

改试策论，开办新式学堂裁减绿营，训练新式军

队等。1898 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

法为“戊戌变法”。

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

益。他们掌有实权，阻挠和破坏变法法令的贯

彻。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光绪

帝，搜捕维新人士，废除变法诏令。康有为、梁

启超先后出逃。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深

秀、康广仁六人被捕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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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历史》）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为了取得优势地位，一

些强大的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进行征战，

争夺霸主地位。

其中，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执掌国政，他

采纳管仲的建议，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

队，使齐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提高。齐桓

公打着“尊天子，攘四夷”的旗号，号令诸侯，成

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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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出自东

晋葛洪的《抱朴子》，大意为，天地万物

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是自然之

道。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大

势所趋，看不见变化不行，看见变化不

主动应变求变也不行。为人处世是这

样，国家治理也如此。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叛

乱不息；异族入侵，外患踵起。德宗时

期，大臣们围绕周边游牧民族侵扰的

问题各抒己见。宰相陆贽忧深虑远，

写下五千余言的《论缘边守备事宜

状》。他指出，历史上，在与周边游牧

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原王朝曾经

使用过各种手段，如和亲、筑长城、武

力征讨等。中原王朝有盛衰的不同，

游牧民族政权有强弱的差别，面对的

具体问题有性质的不同，所采取的应

对方式也就有种种区别。因此，死守

某个不变的方法，想要一劳永逸地解

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审时度势，

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恰当的对策。这就

是“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

不失其称则成。”

苏轼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指出：

“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

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

之所最重也。”无论治事、治人、治法，

都需要建立在治时的基础之上。中华

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曾或多或少经

历过不同程度的变革，如春秋时期管

仲改革、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北魏孝文

帝改革、北宋王安石变法……各种制

度之所以要因革损益、不断变化，正是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坚持与时俱

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

念，也是数千年历史反复验证的兴国

之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

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更

是深谙这一道理，始终坚持变化的观

点、坚持发展的眼光，让思想跟上不

断变化着的实际，牢牢把握事业发展

的主动权。

回望百年，从冲破思想桎梏，走出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到跟上时

代步伐，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再

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用

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是中国共产

党一以贯之的鲜明品格。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从春秋时齐国管仲实行“三其

国而伍其鄙”的新算法起，到十九

世纪的戊戌变法，中国古代史载有

名的变法二十次，可以说古代变法

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全过程。然而

不可思议的是，这数十次变法大多

不是真正意义上成功的改革。一

些变法运动哗然开场，最后黯然收

场，吏治不成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

重要因素。思考这方面的教训，也

许对今天现实中的改革不无裨益。

思考之一：制度性约束的缺

乏，导致各级官吏借变法与民争利

西汉末年，王莽以变法者的面

目出现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

王莽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大大小小的执行变法的官员借变法

之名行掠夺之实。

如王莽规定限制土地买卖，定

期根据农户人口的多少重新分配，

把有些地主多余的土地以行政命

令的方法收归国有后，再分配给无

地农民。可执行这项措施的大小

官员，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巧立名目

地划归自己名下，一夜之间就成了

暴发户。为了给变法提供经济动

力，王莽下令在长安、洛阳、邯郸、

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负责

税收和赊贷，实际上是改革工商和

税收制度，平抑物价，抑制商人。

但是，负责改革工商的官员借变法

之名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囤积居

奇，如洛阳的张长叔、邯郸的薛子

仲等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

巨富，家财“巨亿”。

借变法以营私的不法之徒史不

绝书，正是这些人的作为，败坏了变

法的名声，对于这些人，国家又没有

相关的法令去制约他们，使原本满

有希望的变法成为万民所指的龌龊

事业，按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变法

一旦失败，紧接着的就是社会风暴。

思考之二：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的管控手段，致使人亡政息

战国时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

都以“严”著称。商鞅为了“造威”，

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子贾处以

重刑，有何法律依据？全是商鞅“独

断”，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既然是

人治，人死则法亡，商鞅最后逃亡

时，秦国没有一家旅店肯收留他，原

因是没有“商君”的令牌。吴起相楚

后，短期内就强大了楚国，靠的是什

么？亦是以人治吏，以“严”、以“暴”

治国，表面上好像是以“法”治之，其

实错了：如果真以法治国，以法治

吏，那这种“法”就有连续性和不可

替代性，不会因变法者的死亡而中

断。可吴起也好，商鞅也好，都因变

法死于非命，他们一死，变法停止，

这就充分证明他们不是以法治吏、

治国，只不过是通过野蛮、残忍的人

治手段，然后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

去强制维持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回头看来，历朝历代在变法实

践中，对各级执行变法的官员采取

过一些措施，可问题是：执行管控、

惩治的手段和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法律”手段，没有长久性、延续

性和不可替代性，只是人治的一种

补充，所以变法者治吏不管有多严

都不能解决官吏贪腐的痼疾。

思考之三：无法产生一支坚守

变法理想的过硬的官员队伍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法，在执

行程序上，都是从上而下，由顶层设

计，郡县级官吏层层执行。因此，政

府中的中、下层各级官员成了变法

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成为变法的

中坚力量。但是，对于变法的最终

理想，变法的设计者与各级官吏往

往大相径庭。变法的设计者怀有强

烈的理想抱负，各级官员则被动执

行，或者出于个人的利益需要成为

变法的鼓吹者和参与者。由于缺乏

主动的参与意识，又没有监督和约

束，面对强大的物质利益，人性的弱

点往往驱使各级官吏置自己的社会

责任于不顾，疯狂贪敛，肆意掠夺。

因为没有一支上下同心的、有极强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官员队伍

能健康地把变法推行下去，变法从

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因没有造就一支善于变法的官

员队伍，吴起死，楚国变法终止，旧

贵族疯狂报复；商鞅死，以太子老

师公子贾、公子虔为首的保守势力

则全面复辟；王莽的“变法”队伍由

于倒行逆施，激起农民起义；王安

石失势后，一夜之间新法被司马光

诸人废得干干净净；张居正尽管以

“严”著称，但其尸骨未寒变法队伍

中的许多人就纷纷改换门庭，变法

也烟消云散。正因“吏治无法”“吏

治无功”使许多次变法功亏一篑，

社会也陷入“官逼民反”的周期性

的社会动荡。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传统文化知多少

对古代变法运动中吏治腐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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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

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兴地主阶级

的势力增强。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各

诸侯国统治者实行变法改革，确立新的政治经

济秩序，以求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取胜。

在各国的变法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

大。公元前 356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

商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提出确立

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废除贵族的世袭

特权；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管理；严明法

度，整止私斗。在经济上，提出废除井田制，允许

土地自由买卖；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

可免除徭役；统一度量衡。在军事上，提出奖励

军功，对有军功者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

军队的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为

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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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政治风气因循保守，行政效率低

下。在边疆战事中，北宋屡战屡败，每年被迫送

出大量钱物。由于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不断膨

胀，到北宋中期，政府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财

政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起

义此起彼伏。

1069 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

安石变法涉及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他们希

望通过变法，摆脱统治危机，实现富国强兵。在

经济上，王安石变法主要实施募役法、方田均税

法和农田水利法，从而限制官僚特权，增加政府

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在军事上，变法推行保甲

法，把农村人口编制起来，以加强对人民的控

制、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变法收到一些成效。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

加，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但是，新法触犯

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宋

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

▲ 插画 商鞅立木为信

张曼雪（平庄煤业蒙东能源）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出自《鬼

谷子》：“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

独步天下。”意思是，能够洞察历史大

势的是明白人，能够顺应历史大势的

是明智者，在此基础上能够驾驭大势

的人就会成为引领时代潮头者。

成都的武侯祠有一副非常有名的

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

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

要深思。”讲的就是诸葛亮对治理蜀国

的形势判断。

公元 207 年，暂居新野的刘备接受

徐庶的建议，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诸

葛亮。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为刘备

成就大业描绘了一条包括内政、外交、

军事在内的路线，未出茅庐就判断出

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趋势。这篇对

策，就是人人熟知的《隆中对》，在中国

古代的战略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

《隆中对》之所以闻名天下，并不

是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未卜先知

的天纵神授之才，而是他紧紧立足对

现实的科学分析。所以诸葛亮在《将

苑·兵势》中明确讲道：“因天之时，就

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

击者万全矣。”

淝水之战后，苻坚统率的前秦瓦

解，鲜卑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机复国，史

称北魏。到了孝文帝拓跋宏时期，他意

识到国家发展必须要面对新的形势进

行变革，而新的形势就是经过南北朝的

征战纷乱之后，民心思定、民族融合。

于是他不失时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其主旨就是推行汉化运动，比如将

鲜卑姓氏改为汉族姓氏，其中最具象征

意义的就是顶住重重压力迁都洛阳。

在孝文帝审时度势的改革下，饱经

战乱的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大

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从更

长远的影响来看，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

族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实现国

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暂

时进入低潮，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有

悲观的思想，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能

打多久”的疑问。于是 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

田一家店铺的阁楼上，借着灯光，写下

一封长信，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

前途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

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

敌我力量对比，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

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

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思想。

这封在微弱灯光下写出的长信，

就是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

一扫笼罩在同志们心头的阴霾，坚定

了革命必胜的信念，指出了革命前行

的光明之路。不到两年，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瑞金成立。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世

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今天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国际力量

对比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和平、

发 展 、合 作 、共 赢 的 时 代 潮 流 没 有

变。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各国利益休戚与共，命运将会更加紧

密相连。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

强烈，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

越以邻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

博弈，多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

因为，这就是人间正道。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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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利益休戚与共、

命运紧密相连。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更加强烈，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