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两创” 赓续文脉
李晓英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
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
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社会各界
正在努力将其变为现实： 传统节日
热、汉服热持续升温，彰显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文艺作品屡屡“出圈”，数
字技术融通传统与现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逐渐走向深入。

思想理论或学术上的“两创”。中
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不
断思考、不断创新的历史。 以《道德
经》为例，从古至今，《道德经》注释有
千余种，被称为“万经之王”和“众经
之首”， 是中国古书中注释最多的书
之一。在对《道德经》和其他经典文献
的整理和理论阐发过程中，既要尊重
原典，又要与时俱进。

实践上的“两创”。要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
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对历史遗产和
传统的传承， 与所处的时代紧密联
系，并根据当时之变不断融合。 中华
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
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正是通
过不断地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才历久弥新、经久不衰。

特别强调的是，借助飞速发展的
信息技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渠
道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加强了互动性
和沉浸式体验，对于助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普及和创新发展，往往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效果。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守护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责任和神圣使命。新时代中国实现从
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需要从文化中寻找深沉而持久的
力量。

《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
大，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分别是思维方式、语言和审美。 阴阳
代表了宇宙中两种相对的、 互补的
力量或属性。 64 卦 384 爻是由不同
阴阳关系组成的，此消彼长，万物由
此而生。 “变”是《周易》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思想观念，“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 ”是由 “变 ”这一精神引申出
来的， 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改
变。

我们要对传统经典中的这些优
秀成分予以保存、保持和保留，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传统
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提供更多更
好的精神食粮。

文明的根本转型是文化的转型；
文明的真正新生是文化的新生。要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立足文化主体
性，坚守中华文化精髓，在不同领域
内探索创新形式。

要推动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时
代化、体系化和社会科学化。 要通过
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及其价
值理念进行社会科学化冶炼而实现
它的现代化，使之融入中国自主知识
体系的构建，进而指导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在 “优
秀”，是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经过
时间检验、仍被世人传承、具有积极
意义的思想文化。

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
念。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信义”“和
平”等理念，经过社会科学化冶炼仍
具有其独特价值。 “仁爱”是对以人
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尊重， 强调仁的
情感性的思想和取向， 教会人们学
会理解、同情、关心他人。 “信义”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和重要范畴。 从中华伦理道德的发
展流变来看，“信义”二字贯穿其中，
成为中国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最核
心的因素。 “和平”思想的深厚传统
体现在中国地缘环境、生产方式、思
想文化等层面。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 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策
理念写入宪法序言，就是要推动传统
和平理念与时代相结合，形成一个与
传统文化可对接、与中国道路相匹配
的价值生活方式。

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 在文明
交流互鉴中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局面 。
要秉持开放的心态，真正理解和尊重
其他文化，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
性挑战，不断增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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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论语·颜渊》）在孔子看
来，明察善断固然必要，但通过教化减少诉讼才是使社会达到和谐的重
要途径。

◎庄子极为推崇人的心境平和与平静，他誉之为“和”，如“心莫若
和”（《庄子·人间世》）、“夫德， 和也”（《庄子·缮性》）、“游心乎德之和”
（《庄子·德充符》）。

养心养气养和
孟津铷

近年来，常听说周围的人不自
觉地陷入形形色色的纠纷，有传统
的夫妻婚姻关系 、家庭矛盾 、邻里
相处 、小额债务 、轻微侵权等常见
而多发的简单纠纷 ， 也有土地承
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矛盾
等公众广泛关注的复杂纠纷。 陷于
其中的当事人既气愤生气沮丧，又
无辜无助无奈。 这一现实的压力加
剧了人们生活的沉重，减少了幸福
感、获得感。 这些现象也呼吁人民
调解制度需要向更广阔的领域、更
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 并与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解
决方式相结合，让双方相互妥协和
让步 ，心平气和解决纠纷 ，实现不
争 、息讼 ，甚至无讼的生活状态和
社会状况。

和谐、不争既是现在人们幸福
生活的体现，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
理想状态。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论语·颜渊》）在
孔子看来， 明察善断固然必要，但
通过教化减少诉讼才是使社会达
到和谐的重要途径。

减少诉讼，首先需要社会层面
的改进和完善，我们要努力营造更
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当前社会
转型期，人们心态失衡、道德不彰。
有人有钱有权而无德，生活中耀武
扬威，有恃无恐；有人仇官仇富，遇
事先给人贴标签 ， 而不是就事论
事，这些都需要加以疏导。 “冤愤不
泄，戾气不消。 ”只有进一步发展经
济， 缩小贫富差距， 确保执法、教
育、医疗、住房、发展等各个方面更
加公平，使百姓表达诉求的渠道更
加通畅 ，才能给民众减压 ，让戾气
得到释放。

其次，减少诉讼的根本是要倡
导百姓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换位

思考，包容和理解别人。 这也是我
们进行调解工作的社会心理基础和
前提，如果社会成员都能保持心平
气和的状态，社会肯定是和谐稳定
的局面。

“心平”是指人内心的平静，拥
有一颗平常心。“气和”指气血调和，
是安静稳重的状态。 “荆公与先生
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 先生
每与论事，心平气和。 ”（《明道先生
行状》）“心平气和”可以理解为：“定
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
虑，虑而后能得。 ”（《礼记·大学》）

人处于顺境时，可以心平气和，
面对烦难时难以平心静气。 生活中
不如意的事情时有发生，当人心理
失衡时，对事物不能做出正确判断，
就会出现勃然大怒、大发雷霆、心急
如焚、忧心忡忡、暴跳如雷、怒形于
色、 怒不可遏、 牢骚满腹的状态。
“益生曰祥。 心使气曰强。 物壮则
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
经》）“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
接为构，日以心斗。 ”（《庄子·齐物
论 》）冲突纷争成为人的日常状态，
就会导致心理失衡、情绪大起大落，
会大量消耗人的心神能量。 心灵紧
张不安中，会有大量的能量外逸消
耗，人的精神很难和谐有序地支撑

人的生活。
庄子极为推崇人的心境平和与

平静，他誉之为“和”，如“心莫若和”
（《庄子·人间世 》）、“夫德 ， 和也”
（《庄子·缮性 》）、“游心乎德之和 ”
（《庄子·德充符 》）。

作为人的内心或精神形态 ，
“和”的涵义之一为平和、宁静，“和”
常常取法于水。“平者，水停之盛也。
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 ”（《庄子·德充
符》）人的理想精神状态就是保持平
常心，就是心如止水、心平气和，摆
脱外在干扰，心灵安闲自适、精神逍
遥自在。

“和”不仅体现为平和、宁静，在
更深的意义上隐含人们精神世界的
完整和统一。 “守其一以处其和。 ”
（《庄子·在宥》）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人
的内心所想与外在行为契合，因此，精
神世界也是丰富、和谐和完整的。

情绪的和谐适度平稳， 伴随着
修养和智慧的双修。 “古之治道者，

以恬养知。 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
以知养恬。 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
出其性。 ”（《庄子·缮性》）“恬”有安
静、安然、坦然之意 ，由安静 、平静
引申为安逸 、舒适 、淡泊 、淡漠等
等。 “知”不是单一的知识，而是智
慧的意思。 庄子通过“知恬互养”告
诉我们：在情感自然和心灵安闲的
基础上 ，人才能超脱于俗世 ，游心
于无穷 ， 才能与宇宙同其辽阔宏
远。 这种在通达平和的心境下获得
的知识才是冷静客观的、 中肯的、
整体的 、全局的 ，才是离现实最近
的，因而才能称得上明智。心平气和
也是人的“知”与“恬”交相滋养、互
相促成的过程。摒除私虑是非，不容
纤尘烦扰，精神达到统一和谐，保持
纯真的自我。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者, 唯同乎天和者为然。 ”（《庄
子·庚桑楚》）庄子告诉我们，在静心
之中，减少与外界的摩擦，减少与他
人的矛盾，听从内心的呼唤，感受那
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宁静， 走向个
人之外的无限天地， 完成境界的无
限提升。

概而言之， 我们要加强对民众
的礼仪教化，培养朴素的民风民情，
涵育民众宽仁温厚的品格， 养心养
气养和 ，鼓励良风美俗 ，以 “滥讼 ”
“刁讼”为耻，以减讼为能，以少讼为
求， 消除和平衡各方的观点之纷和
意见之争， 围绕百姓的 “常理”“常
情”“常法”，在民间建立和平、良好
的秩序，保障“敦亲睦族，化民成俗”
的社会和谐稳定状态。

������◎清代，朱柏庐写下有“治家之经”美誉的《朱子家训》，阐明了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节粮箴言，
为后世所称道与遵循。而今的“光盘行动”，正是对这种文化的传承和
延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我们应致力于“光盘行动”，从
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营造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保障粮食安全的
时代风尚。

纵谈“光盘行动”
张杰民

“光盘行动”是近年出现的网络
热词，旨在提倡节约粮食，养成珍惜
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粮食，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粮食，
人类就无法繁衍、发展。 为了避免浪
费粮食， 很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制定
了不少相应的惩治规则。 为反对铺
张浪费、 鼓励节约粮食， 雍正二年
（1724 年），雍正皇帝下旨：“谕膳房，
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
不可抛弃沟渠。 或与服役下人食之，
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 ，
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 朕派
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 ”意
思是，宫廷中的剩饭剩菜，凡是人不
可再食用的 ，可以用来喂猫 、喂狗 ，
如果连猫狗都不吃的， 那就把它们
晒干用来喂养禽鸟，总之，不可随意
丢弃。 并且要派人稽查，违反者必定
治罪。 或许因为执行的情况不理想，
雍正五年（1727 年），雍正皇帝再降
圣旨，再次强调了食物的重要性，要
求煮饭时 ，宁可少煮 ，不可多煮 ，以

免造成浪费。 对于浪费粮食的行为，
明确要求不分等级身份，一律严厉惩
处，板子“伺候”。 雍正皇帝在四年内
连下两道圣旨，对剩饭剩菜的处理及
节约粮食问题， 既有号召又晓之以
理， 既有具体办法又有惩治措施，显
示了他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及一
抓到底的决心。 从这一点来看，是不
是可以给雍正皇帝冠名 “光盘行动”
政策制定者的先驱？

千百年来， 在节约粮食方面，我

国有着良好的文化传承及家风教育。
小时候， 我最爱读唐朝李绅所作的
《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 ”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古代劳动人民在农田里劳作的辛苦
景象，道出了由于粮食稀缺和分配上
的不均， 不少人惨遭饿死的悲惨状
况，尤其是把每一粒粮食与农民的心
血和汗水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大多

数人对于节约粮食的最初印象。至今
很多小朋友都能倒背如流，可见其诗
影响之深远。 到了清代，朱柏庐写下
有“治家之经”美誉的《朱子家训》，阐
明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节粮箴言，为
后世所称道与遵循。 而今的“光盘行
动”，正是对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当今，物资丰富了，人们的消费
理念发生了改变，餐桌上浪费的粮食
数量巨大，令人触目惊心。表面上看，
浪费一粒米、 扔掉一个馒头是件小
事，实际上丢弃的是中华民族勤俭节
约的传统美德， 丢弃的是对劳动人民
的真挚情感， 丢弃的是做人的一种品
格和精神。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
国运民生，节约粮食万万不可轻忽，必
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到丰年不忘
灾年、增产不忘节约、消费不能浪费。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
由奢。 ”我们应致力于“光盘行动”，从
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营造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保障粮食安
全的时代风尚。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郭静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也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 70 周
年。 7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既保障了亿万人民当家作
主，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新征程上，我
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毫不动摇坚持 、与时俱进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凝聚磅礴伟力。

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的领导是根本的政治保障，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制度保障，根本
的制度保障需要有根本的政治保障
做支撑。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保证党的理
论、路线 、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
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
法律积极主动 、独立负责 、协调一致
开展工作。 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
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
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
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

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维护党和
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二是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要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通过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让人
民群众更加全面 、更加充分 、更加广
泛地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经济文化
事业中。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
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
宽民主渠道，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权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
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三是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良
法是善治的前提。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维护保障人民权利 、实现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 都要依托依法治国。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 ，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依照宪
法法律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
作，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
托、各方参与的法治工作格局。 要发

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
的主导作用，坚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
和法定程序，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 ，不断增强立法的
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
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四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
集中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
原则，它是确保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
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根本保障。

坚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
使国家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
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
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实行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合理分工
又相互协调，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 履行职责；坚
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
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国家统一高
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

五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70 年的实践充分证
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
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
既保障了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
际的好制度，它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
想，天下共治理念 ，“兼容并包 、求同
存异”的政治智慧是密不可分的。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
安排，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
国家。 ”

六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保
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
产生人大代表， 保证人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效落实到
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管理
事务的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
和国家在决策 、执行 、监督落实各个
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进而
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周口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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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民法典》中的离婚冷静期制度
陆怡涵

近年来， 我国的结婚率不断下
降，而离婚率却持续上升。 根据相关
研究表明，结婚的第三四年的离婚率
达到了峰值，传统观念中的七年之痒
已经缩短至三年。2020 年 12 月，民政
部下发文件通知，对离婚登记程序进
行调整，在离婚程序中增加冷静期。

婚姻破裂可能引发的问题
家庭成员心理健康受到伤害。婚

姻和家庭作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 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婚姻和家庭对一
个人的身心健康会产生重大的作用。
家庭和睦，氛围融洽，家庭成员就会
身心健康，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婚姻
破裂，家庭关系恶化，夫妻之间经常
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子女也会
深受其害。

良好的婚姻关系对子女的身心
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
是未成年子女。离异家庭的孩子经济
难以保障、 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情
感与社会支持不足，往往内心较为脆
弱，缺乏一定的安全感。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夫妻双方自
愿缔结婚姻，成立家庭，各自承担着
重大的家庭责任，婚姻节约了日常生
活成本，给家庭的生产、消费、储蓄等
带来更高效率。 当婚姻关系解体时，
容易导致财富缩水、家庭贫困。

导致犯罪率上升。针对中国的离
婚人数和刑事犯罪人数的研究发现，
离婚率与犯罪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 近年来，青少年的犯罪率几乎是
与离婚率同步增长。

什么是离婚冷静期？
我国 《民法典 》第 1077 条规定 ：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

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
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
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
回离婚登记申请。

我国离婚有两种途径，即协议离
婚和诉讼离婚，离婚冷静期制度仅适
用于协议离婚的情况，对于因家暴而
要求离婚的，一般通过起诉解决。

离婚冷静期的价值
离婚冷静期的自由价值。婚姻自

由不是绝对的自由，离婚自由同样如
此，离婚冷静期是将“绝对自由”限定
在“相对禁止”下。 俗话说“宁拆十座
庙不毁一桩婚”，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
实施正好给予了夫妻双方一定的时
间去慎重考虑，减少冲动型离婚。 因
此，对于冲动型离婚的夫妻，离婚冷
静期表面上破坏了婚姻自由，实际上
是婚姻自由的保障。

离婚冷静期的秩序价值 。 婚姻
强调夫妻双方负有各自的家庭道德
义务，夫妻之间应相互体谅、相互扶
持，支撑这个家庭。 离婚导致家庭缺
位、教育缺失，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
康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离婚冷静期
让自己彻底冷静， 为了子女做出正
确的选择。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有利于社会
的安定和谐。

离婚冷静期并不是对离婚自由
的一种干涉，只是引导当事人在离婚
冷静期思考和反省自己的婚姻，能有
效避免夫妻间冲动离婚、 轻率离婚。
同时有利于完善我国离婚制度，可以
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者 系 郑 州 航 空 工 业 管 理 学 院
2020 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