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典故中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 

— 德国汉学家和学生研习《习近平用典》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闵道安(右)与学生巴斯提合影。巴斯提手持毕业论文初稿、 

德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及《习近平用典》。                                                     本报记者 冯雪珺摄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巴斯 提正在紧张地准备毕业论文，研究题目是 “习近平演讲中的古典引用和成语用

法”。通 过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德文版，习近平主席关于梦想 、道路 、变革 ，特别是关于文 化自信的精彩论

述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博大魅力深深吸引了他。巴斯提的论文目标就是要用习近平主席经常引用的鲜活成语典故串

联起 中国五千年文明，让德国人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处世哲学以及追求和平的文化理念。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人民

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用典》一书，这成为他论文写作的重要参考。 
 

“成语迷”想从成语典故 中了解当代中国 
 

位于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图宾根是一座大学城，图宾根大学的各个院系散落 在城市各处。汉学系坐落在静谧的

城市一 隅。巴斯提正在紧张地和导师闵道安教授讨论论文初稿。在二人身侧，两本参考书目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德文版和《习近平 用典》尤为醒目。 

 

在中国留学时，巴斯提爱上了中国成语和典故。“2014 年我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成语接龙是留学生们最流行的课余

游戏。”对成语所知甚少的巴斯提为了和同学们“接轨”，买了一本《小学生成语接龙游戏 900 条》，制作了学习小

卡片，“恶补”成语储备。没承想，他因此对成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很多成语是从古代故事中提炼而 来，

但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他决心研究古代成语，特别是典故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应用情况。 
 

闵道安是德国著名汉学家 。 2014 年 ，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 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

的学生代表进行座谈，闵道安就在其中。回忆 3 年前那场难忘的座谈，闵道安对习近平主席引用的成语典故印象深刻

“。习近平主席引用了很多成语典故 ，展现出非常好的古文 素养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成语典故的现实

意义和政治意义，岂不是更有研究价值?闵道安建议巴斯提熟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德文版，“从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中寻找成语典故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在闵道安 看来 ，习近平主席引用的古文，对理解当下中国有着鲜

活的现实意义。 

 

要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一一摘出引用典故 ，并非易事 。为了获得更多研究资料 ，巴斯提去年暑假专程飞往北

京。“我一走进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就在最醒目的位置发现了它。” 巴斯提捧着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 用

典》，如获至宝。它不仅收录了习近平主席 重要讲话里引用的几乎所有典故，还对其来源、本意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

解释。 

 

成语典故蕴含中国领导人的文人气息和政治哲学 
 

“在德国，可能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大段背诵德国经典，例如诗篇、名言等。中青年一代，基本上都背不出了。

与中国政治家不 同，德国政治家很少引经据典。”闵道安表示， 由于德中两国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别，对古文经典的看

法也不相同。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除了是政治家，身上更有着一股令人佩服的“文人气息 ”。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以一首气势磅礴的旧作《沁园春·雪》相赠柳亚子，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

响非常大。 因为一首《沁园春·雪》，彻底打消了人们对毛泽东农民出身的疑虑——他不是历史上那 些有着局限性的

农民起义者，而是对新中国真正有着宏伟规划的领袖。习近平主席，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很多

场合里的表述，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文人风貌。”闵道安认为，研究习近平主席引用成语典故的

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哲学、政策理念。 
 

在闵道安的指点下，巴斯提没有在论文中孤立地分析引用典故案例，而是将毛泽东 1938 年在中央党校的《当学生，

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的讲话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对比起 来，将邓小平 

1980 年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 埃娜·法拉奇问》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讲话《治大国

如烹小鲜》对比起来。“通过对比，不仅可以研究成语典故使用，还能发现回溯五千年文明历史对展望中国未来的作

用。” 
 

出自 《 礼记 · 学记 》 的“ 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曾被习近平主席在多个讲话场合中引用，也是巴斯提最喜

欢的一句。2015 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习近平主席在引用这一 典故后说道: “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

我 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把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世界著名汉学家、德国人何莫邪曾指出，中国的成语典故浓缩着传统智慧和治世哲学，传承中不断启蒙下一代中

国人建立起自己的处世哲学。 
 

巴斯提表示 : “ 成语典故从历史中来，串联起中国五千年文明，并且一直吸收当代的文化内涵 ，才能至今鲜活 。” 

 

(本报德国图宾根 7 月 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