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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梦宣传教育的“四个不要” 

 

周天庆 洪丽婷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引起各界的热议，社会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中国梦的宣传

教育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做到“四个不要”，即不要概念化、不要固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好高

骛远。只有做到做好这四项要求，中国梦才能保持该有的生命力、吸引力、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梦；宣传教育；“四个不要”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2-0093-03 

 

一 不要概念化：追求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大众表达 
“中国梦”作为我党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最热门的政治

主题词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理论

都具有抽象性，需要用概念来表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

具体的时空条件，把理论抽象化、概念化。习近平强调“不

要概念化”，是说中国梦的提出不是为了创造新理论，而是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鼓舞人心，展现我们美好的前景。习近

平自己也说：“中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是一个最大公约

数，是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达。”[1]10因此，中国梦的

宣传教育只有结合国情与民情，切实解决具体问题，才能得

到百姓普遍的认识、理解、接受和践行。 

然而，在当前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中，“有些人将中国梦

的研究引向对梦的概念的抽象讨论，热衷于从生理学、生物

学、心理学等角度解析中国梦；有些人则热衷于讨论梦之形

态，所谓噩梦与美梦之分”[2]。这些用抽象的“梦”代替具

有生动、丰富、具体内容的中国梦，不仅不能达到良好的宣

传教育效果，而且没有实际意义，违背了中国梦提出的初衷，

说教也往往苍白无力。 

如何防止对中国梦的宣传滑向抽象化、概念化呢？一要

结合中国梦的具体内容来阐释中国梦。首先，要讲清楚中国

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理清形成

这一基本内涵的历史现实因素以及三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其

次，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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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即中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的力量。再次，中国梦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也不是无法实

现的空想,而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在中国梦的

宣传教育中要讲清楚中国梦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间

的关系：后者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和物质基础。中国

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梦想，而且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最后，

要与具体的梦想联系起来讲中国梦。中国梦是由无数具体梦

想汇聚而成的，中国梦也是强军梦、航天梦、教育梦、生态

梦，没有这些具体的梦想，中国梦也就无从谈起。 

二要构建贴近群众的理论宣传话语体系。“在向大众展

示中国梦内涵的过程中，如果方式过于空泛化，没有与人民

群众具体的生活实践和丰富的话语内容联系起来，就很难植

根于人民大众的内心，很容易沦为空洞、枯燥的理论说教。”
[3]如果能巧妙地运用传说、俗语、寓言故事等方法，结合群

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来阐释中国梦理论，必然能使宣传更形象

生动，让百姓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国梦的本质内容。只有在

宣传教育过程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中国梦的具体内容、本

质内涵表达清楚，百姓才能理解、才会喜欢，才会拥护。 

 

二 不要固化：紧跟时代步伐创新理论内容 
“不要固化”是说中国梦的内容是不断丰富的，要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为中国梦增添新内容。中国梦作为一种科学理

论是在实践中酝酿产生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

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

梦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有望转化为现实

力量。因此，在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中要避免把中国梦凝固化、

绝对化。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1]6“不

要固化”，首先要求我们从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角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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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梦。中国梦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到巨大耻辱，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

难和痛苦，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探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

出路。虽然历经磨难和挫折，但中华儿女没有放弃民族复兴

的梦想，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

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6-7中国梦的提

出是时代的要求。如今，我们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具备稳定和平的

外部环境，有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等历史机遇。“现在，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4]“中

国梦”的提出体现了我们的梦想和自信。中国梦也是面向未

来的。“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是中国梦的基础而不是终点。

中国梦的完全实现需要全民族长期努力拼搏，需要克服很多

困难和难题。只有探求中国梦发源的历史脉络，立足中国梦

提出的现实基础，展望中国梦的未来走向，才能把握中国梦

理论的发展过程，全面理解中国梦。 

其次，要根据时代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梦理论。例

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新时期，在党风

廉政建设进行到新的阶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

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立足实践为实现中国梦重

要战略思想的具体化措施。 

最后，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因人、因时、因事采取不

同的宣传策略。面对不同的对象，针对不同的事件，要有不

同的侧重点，灵活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例如，对青少年进

行中国梦教育，要结合个人理想与中国梦的关系、学生的责

任和义务进行教育，通过思想理论课、专题讲座、演讲、征

文比赛等方式进行。而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则应侧重法治廉政

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和对党和国家义务的教育，通过研讨会、

党支部大会、网络自我教育等方式进行。 

总之，“不要固化”要求在实践中丰富中国梦的内容，

在宣传中把握其发展脉络，根据具体条件选择合适的宣传策

略。这样，中国梦理论才不会变成僵化的教条，才能保持活

力。 

三 不要庸俗化：避免从大众化、 
通俗化的宣传滑向庸俗化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

现。中国梦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

量。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就是一个向社会各阶层普及的过程，

就是大众化的过程。为了让中国梦理论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认

同，必须采取通俗的形式、结合具体的人和单位来宣传，但

这一过程也容易造成“中国梦”传播的庸俗化问题。如国内

某一知名白酒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和宣传效果将其产品包

装为“中国梦”系列，并在主流媒体中进行广告宣传，这就

将中国梦理论商业化，将中国梦内涵简单化、娱乐化，容易

造成反讽效应。再比如四川某县里一个监狱，那里也搞中国

梦的教育，还提出口号“中国梦，监狱梦，我的梦”。盲目

把中国梦跟单位结合，也不看单位合适不合适，这就是把中

国梦庸俗化了。 

如何避免“中国梦”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滑入庸俗化的圈

套？首先，要讲清楚中国梦的实现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是一致的。人们总是容易接受与自己的利益或需求相近的东

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认同中国梦的程度，与中国梦反映

他们的利益诉求的程度是一致的。因此，中国梦的宣传教育

必须将清楚，实现中国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而且

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的利益。国与家本是一体，个人命运与国

家命运紧密相连。没有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就没有家

庭的幸福，个人梦想也无从实现。 

其次，要注重中国梦与个人梦同向融合。在中国梦的宣

传教育中，要向群众讲清楚中国梦与个人梦是相互依存的。

一方面，“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1]14没有一个一个的个人梦想，中国梦就无从谈起。只有每

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履行好自己的家

庭、社会、国家的职责，中国梦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国

家好、民族好、大家才好。如果没有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

为依托，个人的梦想就没有实现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人

民幸福就无法实现。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把中国梦与个

人梦想结合起来，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实现个人梦。 

最后，要增强中国梦宣传教育的渗透力、吸引力、感染

力、影响力。应该创新多种传播模式，采用新媒体，用大家

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中国梦，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例如

可以通过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工具，开启互动学习

模式，网民们可以互相分享学习心得，让中国梦真正成为社

会中的一股“正能量”。 

 

四 不要好高骛远：围绕实干精神 
讲清中国梦的实现基础 

不要好高骛远，是说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

地，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不管出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我国实现中国梦

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我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既体现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

自信，也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国

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我国

科技水平和国防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尤其在

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没

有改变。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比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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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不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教育、

就业、医疗、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关系民生的

问题较多，一些党员干部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奢靡之风问题突出等。因此，我们不能也没有资格好高骛远，

盲目自大。 

在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中，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通过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效应，教育

人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顽强拼搏。注重挖掘群众身边的

典型，依靠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宣传光辉事迹，

用事实教育人们只有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才能实现个人理想

和人生价值，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微

薄之力。 

不要好高骛远，还要求处理好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

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上有声

音传播“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梦的提出，虽然产生积

极的反响，但也有人借机曲解、抹黑中国梦。这需要我们“精

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

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6]讲清楚中国梦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梦，中国的崛起会是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将造福

世界人民。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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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到完成祖愿的时候了。 

于是禄久公就取意于，曾祖父劳澂晚年所绘《天香书屋

图》（图中植双桂，桂生芝九），画中“芝”为灵芝，古人以

为瑞草；“九”为自然最大数，故称“九芝”，药店正式称作

“九芝堂药店”。 

2.又据民间传说:“劳澂之子劳楫经营时没有店名，因终

日冥思苦想积劳成疾，一日在昏睡中飘飘然步入一处所，环

境幽雅，一道人明烛焚香跪拜在两株大桂花树下，香烟缭绕，

升至上空，幻化出九株灵芝，忽然一声巨响，劳楫忆梦中所

见，联想到父亲劳澂所绘‘天香书屋图’与梦中仙境一致，

便告知孙子劳禄久，劳禄久拍手叫绝：天赐我‘九芝’也，

遂取名‘九芝堂药店’。” 

通过查阅核对历史资料，确认他们每个人的生卒年份。

在药店命名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劳禄九（1755-1795）

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均已去世。故认为：第一种传说较真

实可靠。 

另外，劳氏药店通常简称“劳九芝”、“劳九芝堂”、或

“劳九芝堂药铺”、“劳九芝堂药号”、“劳九芝堂国药店”等。 

（致谢：本文曾呈请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万

里研究员指导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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