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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游学实践的三维解读

吴日明，杨健蓉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１９）

摘　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青年毛泽东先后做过三次“游学先生”，走访了湖南十多个县城，行程
数千里。通过游学，青年毛泽东读到了“无字之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书斋中学不到的知识；砥砺了品行，增强了“救

天下之难”的本领；洞悉了中国社会状况，初步探索了改造中国的道路。重温青年毛泽东的游学实践，对广大青年立志做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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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学是湖南旧时习俗，多指一些胸怀大志的
读书人通过寻师求学、访友交流以求开阔眼界、增

广见闻的一种学习方式。游学习俗源远流长，最

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近代湖南的游学之风

颇为盛行，毛泽东深受影响，１９１７至１９１８两年间
曾做过三次“游学先生”，走访了湖南十多个县

城，行程数千里。时间最长的一次游学历时一个

多月，步行近千里。游学实践成为青年毛泽东独

特的人生经历。毛泽东因之终生受益，认为“游

之为益大矣哉”①。通过游学实践，青年毛泽东开

拓了视野，获得了丰富的知识；砥砺了品行，增长

了本领；洞悉了中国社会状况，初步探索了改造中

国的道路。游学实践为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

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求知方法之维———“不但要读有
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学习，读了许多

“有字之书”。从 １９０２年春天起，毛泽东开始在
韶山南岸私塾读书，先读《三字经》，继而读《幼学

琼林》《论语》《孟子》《诗经》等中国传统启蒙教

育读物。１９０４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先后
在韶山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私塾读书，

继续学习四书五经，一直持续到 １９０７年夏，正如
毛泽东后来所说读了“六年孔夫子”②。在读私塾

期间，与古代经书相比，毛泽东更喜欢读中国古典

小说等杂书。“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

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③

１９０７年秋至１９０９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仍坚持
勤奋学习，阅读了《盛世危言》等书籍。１９０９年
秋，在毛泽东的再三要求下，父亲终于同意他复

学。毛泽东又先后到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学

习，阅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书籍。

１９１０年秋，毛泽东走出乡关，来到湘乡县立东山
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在这里阅读了《新民

丛报》《世界英雄豪杰传》等报刊书籍。１９１２年下
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了一个学期

后，因不满学校的课程设置，决定到长沙定王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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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其间，他自学了亚当·

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

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

西方理论著作。１９１３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湖
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１９１４年 ２月，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

入本科第八班继续学习，直至１９１８年夏毕业。毛
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时光，阅读

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

籍，知识积累和个人能力获得质的飞跃。

青年毛泽东深受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湖

湘文化的影响，在重视读“有字之书”的同时也非

常重视读“无字之书”。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秉

持现代教学理念的新式学校，开设了修身科、教育

科、国文科、英语科、历史科、地理科、经济科、数学

科、理化科等教学科目。学校在《教养学生之要

旨》中提出：“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

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①这一教学要旨的核

心在于强调“趋重实际”，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

事，了解社会情况，传承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经

世致用”的精神特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在记有万
余言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

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

九垓，遍游四宇尚已”②，鲜明地提出不能闭门读

“有字之书”，而要通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

的方式向“天下万事万物”学习，要走向大自然、

走进社会，多读“无字之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

家顾炎武身体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主张

不仅要博学多闻，还要学以致用。青年毛泽东十

分赞成顾炎武的做法，在《讲堂录》中给予高度评

价：“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

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③１９１５年 ９月 ６日，
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结合王安石变法失

败的史实，分析了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

的关系，“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

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

而行不适之策也”④。毛泽东认为王安石写文章

久负盛名，是位饱学之士，但变法革新却以失败告

终，原因就在于他缺少社会知识，没有全面了解北

宋社会状况，制定的政策脱离社会实际。毛泽东

强调，如果一个人“不周知社会”，即使读书再多

也难成大事，通过读“无字之书”全面了解社会同

样重要。

由于对读“无字之书”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毛

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提出

“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⑤。

１９１７年夏，毛泽东在《民报》上读到了两个学生徒
步旅行至西藏打箭炉的新闻报道，激发起他游学

的兴趣。１９１７年暑假，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相约
一同游学。毛泽东学生时代好友罗章龙曾回忆

道：“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历的

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

书。其次是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

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⑥在游学过程中，毛泽

东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的历史、地

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

土人情，获得新的知识。比如，在安化县，毛泽东

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

迹，观赏了祭孔用的古代计时钟“铜壶滴漏”，增

进了对孔子的了解。在益阳县城，毛泽东参观诸

葛井、关羽濑、马良湖、甘宁垒、鲁肃城、卧龙墨池

等古迹，对魏蜀吴三国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在宁乡县，毛泽东游历了香山寺、白云寺、沩山寺

等庙宇，参观了寺内的白果含檀、油盐石、来木井

等名胜古迹，增加了宗教知识。他通过读“无字

之书”弥补了读“有字之书”的不足和局限，修正、

完善和丰富了书本知识，培养了观察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青年毛泽东倡导的读“无字之书”的要

求，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进一步阐发。１９３８年
３月，毛泽东在抗大毕业典礼上说：“学习的书有
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

‘无字天书’。”⑦毛泽东还先后把“战争”“社会”

“生产劳动”“军队”“价值法则”等都视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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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提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社会也是学校”

“还需上劳动大学”“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价值法

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重大命题，要求广大党

员干部要认真读“无字之书”。毛泽东强调既读

“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倡导理论联系实

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　砥砺品行之维———“诸人本身本
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十分注重砥砺品行、增强

本领，提出本领不足就不能“救天下之难”。１９１７
年８月 ２３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
道：“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

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

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

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①毛泽东写这

封信时，正值第一次游学活动刚结束，因此这段话

也是游学后的心声。青年毛泽东胸怀大志，通过

游学实践强健了体魄、磨炼了意志、提升了能力，

为“救天下之难”创造了条件。

第一，强健了体魄。青年毛泽东对强身健体

的重要性具有深刻认识。１９１７年湖南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连续病死了七名同学，毛泽东深表痛心，

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

分间操”②，指出缺乏体育锻炼是主要原因。１９１７
年４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
究》，提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③，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④。在实践中，

毛泽东严以律己，坚持参加游泳、登山、做课间操

等体育活动。游学也是强身健体的好方法。毛泽

东在第一次游学结束后说：“今年暑假回家一省，

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

变动空气，锻炼筋骨。”⑤此次游学，毛泽东徒步行

走９００多里，爬山涉水，走村过户，运动强度很大。
游学途中毛泽东也不错过其他锻炼机会，１９１７年

暑假毛泽东来到湖南益阳就曾畅游资江。１９６３
年９月，毛泽东和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益阳知名人
士田士清叙旧时说：“我记得民国６年暑假，曾到
益阳，住在书院里头藏书楼下的书房里。……傍

晚，我们到宝塔下边资江河里游泳，江水清凉，游

一阵就洗净了满身风尘，洗掉了一天的疲劳，是很

好的一种享受。”⑥游学的同时还能欣赏沿途乡村

美景，怡悦性情，陶冶情操，“弥望青碧，池水清

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

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⑦。

行走在风景如画的乡间，使身心得到放松，十分有

益健康。

第二，磨炼了意志。游学不是轻松愉快的旅

行。毛泽东游学时不带分文，经常面临食宿无着

的困境，但他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此磨炼自己

的意志品质。１９１７年暑假游学，毛泽东和萧子升
拜访好友何叔衡。当何叔衡问起游学缘由，毛泽

东回答道：“这样做不过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适

应困境，是否能在不备分文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

旅行和生活。一句话，我们锻炼着去克服困

难。”⑧面对好友的热情款待，毛泽东感到这与游

学的初衷不符，所以住了两天就离开了。离别之

时，何叔衡极力劝他们带点钱，他们都婉言拒绝。

有了这次“教训”，毛泽东和萧子升决定尽量不拜

访游学途中的同学，以免受到热情招待而达不到

磨炼意志的目的。游学实践短则几天，长则一个

多月，大部分时间奔走于乡间郊野，因此生活极为

艰苦。由于身上没带钱，毛泽东有时靠写诗作对

送人以换取铜板解决吃饭问题，有时便以野果充

饥。住宿方面则是随遇而安，村民家、好友家、山

中寺庙、公共书院都是休息之所，有时甚至露宿荒

野。１９１７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离开宁乡县前
往安化县城，因天色已晚却仍没有找到住宿之处，

他们就在河边草地上露宿，用石头当作枕头，酣然

入睡。野外露宿条件艰苦，但毛泽东却以苦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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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道：“沙滩为床，石头当枕。蓝天作帐，明月

为灯。”①这表达了他积极乐观的精神。经历了游

学的艰辛，毛泽东对困难和挑战有了新认识。

１９１７年下半年，毛泽东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
《伦理学原理》，对书中“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

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

的观点深表赞同，在旁批注“振聋发聩之言”②，深

刻认识到挫折对于磨砺意志的重要意义。

第三，提升了能力。进行社会调查是游学实

践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随身携带调查日志本，每

天记录行程和经历。毛泽东沿途和农民、商人、官

吏、乡绅、僧人、船家等社会各阶层人员进行交流，

掌握了灵活多样的调查方法，提升了调查研究能

力。第一，访谈法。游学每到一地，毛泽东便主动

和遇到的农民、商人等进行交谈，了解社会情况。

在宁乡县游学时，毛泽东先后住在同学王熙、宋旦

父的家中，主动和周边小商人、贫雇农交谈；投宿

沩山寺时，就和寺庙僧人进行交流。通过随机访

谈，毛泽东了解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思想状况。

第二，开调查会。游学中毛泽东时常组织参会人

员围绕某个主题开展讨论。１９１７年暑假毛泽东
游学至宁乡县沙田村时，召开了贫民座谈会；在好

友何叔衡家，组织周围的农民开调查会；在安化县

久泽坪，召开贫苦农民调查会。通过社会调查，毛

泽东对农民生活状况有了全面了解。第三，边劳

作边调查。与前两种方法相比，边劳作边调查更

具有亲和力，更有利于获取重要信息。１９１７年冬
天，毛泽东游学来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了

解农村情况。为更好地调查研究，毛泽东主动和

村民一起挑水种菜，边干活边谈话，拉近了距离，

赢得农民的高度信任。离开铁炉冲的前一天，毛

泽东亲手在山坡前栽种了一棵板栗树，并留下了

“前人栽树，后人吃果”的佳话。革命年代，毛泽

东经常运用这些方法开展社会调查。１９３３年 １１
月，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实地调查，每到田

间地头就和群众一起下地干挖番薯、刨花生、种油

菜等农活，进村入户时就帮群众干挑水、劈柴等家

务，与群众边劳作边调查。晚上毛泽东就召集乡

苏维埃干部、村民代表分别就政权建设、扩大红

军、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开专题调查会，为

科学制订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学生时代

的游学实践对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开展调查研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探索真理之维———“察看河山千
万里，如何整治寻本源”

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面对
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危机四伏的状况，青年毛泽东

忧心如焚。１９１５年５月，袁世凯屈服于日本政府
的压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

到湖南长沙，群情激愤，毛泽东题诗言志：“五月

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③以此

表达他立志报国的坚定决心。在游学过程中，如

何挽救民族危亡始终是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重大

问题。１９１７年７月，毛泽东和萧子升为开启游学
之旅赋诗道：“雨伞行囊负一肩，头无冠带手无

钱。察看河山千万里，如何整治寻本源。”④诗句

表明寻找救国救民的“本源”是游学的重要目的。

通过游学实践，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状况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识，这为他后来认识到“工农大众”这个

“大本大源”，接受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

第一，深刻洞察社会黑暗。游学期间毛泽东

耳闻目睹大量的民间疾苦，对社会吏治腐败和农

民贫困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１９１７年暑假
游学，一位在宁乡县衙门当过差的农民向毛泽东

反映吏治问题时说：“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

我在衙门里当门房时看到，谁想打赢官司，就得送

钱给县官，谁给的钱多，县官就帮谁说话。”⑤毛泽

东听后愤怒地说：“这是什么世道！”⑥在湖南益阳

城游学时，毛泽东和萧子升得知有位曾在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张老师在这里当县长，决

定前去拜访，但县衙门卫竟因二人的寒酸模样而

将他们拒之门外。毛泽东和萧子升反复说明来

意，直到门卫把两人名字报告给张县长后才被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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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见面。在离开益阳的路上，毛泽东向萧子升揭

示了问题的实质：“门房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是

张先生明确指示他不要让穷人进去。张先生是你

说的那种势利小人，这种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权势

和金钱。”①伴随吏治腐败而来的是民不聊生。

１９１７至１９１８年的游学实践，毛泽东接触最多的
是农民。通过游学，毛泽东对农民阶级遭受的压

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１９１７年暑假毛泽东访问
好友何叔衡，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来到一户雇农

家中，了解到雇农是按照七分东家、三分农民的

“三七租”比例上交粮食，农民自己终年劳累，却

不得温饱。在何叔衡家开农民座谈会时，一位农

民向毛泽东倾诉道：“‘硫、磺、硝、药’（即姓刘、

黄、萧、岳的四大恶霸）等恶鬼下凡，把周围几十

里闹得山穷水尽，有的被害得家破人亡。”②哪里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泽东几次游学结束后，

深感社会腐败黑暗，也初步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巨

大力量。１９１９年７月，毛泽东号召农民联合起来
解决自己的问题：“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

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

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

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③正是后来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农

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从而找到了一条以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第二，初步探索了改造中国的道路。青年毛

泽东知行合一，自觉将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救亡

图存的实际行动，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

１９１０年，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期间，毛泽东读
到关于维新变法的书报，非常赞成康有为和梁启

超的主张。１９１１年春，毛泽东在长沙读到同盟会
机关报《民立报》，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并发表了人生的第一次政见：“把孙中山从日本

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

超当外交部长！”④毛泽东虽然已经熟悉维新派和

革命派的救国主张，但对这两种思想派别的政治

对立性还没有清楚认识。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泽东在
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

想还有些糊涂。”⑤１９１５年 ９月，经第一师范老师
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成为《青年杂志》的热心读

者，政治上开始主张激进民主主义。一路游学，一

路求索。青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何叔衡、蔡和

森时常畅谈如何改造中国，围绕“一切权力是否

都坏”的问题他们发生了激烈争论，初步探索了

改造中国的道路。在湖南益阳城游学时，萧子升

有感于社会黑暗，提出“权力是个很坏的东西”⑥

“所有权力都是不好的”⑦。他认为历史上有许多

高风亮节的学者都拒不出仕，自愿远离权力的人

才是君子和圣贤。这实际上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无

政府主义观点。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论调：“你

不会因为刀可以用来杀人就不再制造刀了吧？刀

也可以用来雕刻精美的东西。同样道理，政治权

力也可以用来组织发展一个国家。”⑧１９１９年 １
月，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学习期间，他更

加信奉无政府主义观点。而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

的洗礼，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

命的道路。１９２１年１月，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后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批

判：“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

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

（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

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

同。”⑨游学阶段的探索为毛泽东后来正确选择改

造中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四　当代启示
经过党和人民的持续奋斗，我国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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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的，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先锋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①重温青年

毛泽东的游学实践，对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

（一）心怀“国之大者”，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青年毛泽东的游学实践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

主线，无论是求知还是砥砺品行，目的是“救天下

之难”。通过游学，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

状况，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毛泽东怀着一

颗爱国心，用脚步丈量潇湘大地，探求整治国家的

本源。对国家和民族的炽热之爱是毛泽东不断成

长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代青年成长成才，要心怀

“国之大者”，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２０１８年 ５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

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②爱国是个人对国家和

民族的深厚情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爱国作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首要准则，是评价一个

人道德情操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成才之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是一个知情意行的

过程。当代青年要通过社会实践充分认识新时代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青年要主动关心国家大事，

积极参与社会调查，通过社会实践真切感悟我国

在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抗大灾等方面

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深刻领悟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

热情。爱之愈切，行之愈笃。青年要把爱国情转

化为报国行，听党话、跟党走，积极主动投身回报

人民、奉献祖国的报国实践之中，把自己的小我融

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更好实现人生价

值、升华人生境界。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弘扬优良学风

青年毛泽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读“有字

之书”也读“无字之书”，丰富了知识、提升了能

力。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人们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学用结合。坚持理论学习

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知青岁月时说：“我们读了

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

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③习近平总

书记在知青岁月里不仅读了很多的“有字之书”，

而且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

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

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

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④习近平总书记

为当代青年树立了榜样，读“有字之书”和读“无

字之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实现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首先要学好书本知识。青年要勤学多

思，学习理论要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扎

实掌握书本知识，增加自身理论知识储备。其次

要弘扬优良学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青年

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自觉将所学理论知

识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生动实践，在投身实践

的过程中开拓思维、积累经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本领。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培养脚

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获得

真知。

（三）自觉砥砺品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青年毛泽东十分注重全面发展，通过游学实

践，增强体魄、磨炼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人的全

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南京青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时强调青年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少

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

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

强壮、体育精神”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为

青年施展才华、竞展风采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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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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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年一代作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要坚持全面发

展。一方面要有强健的体魄。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 ５
日，新华健康平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

学院推出了《中国城市青年群体健康观念调查报

告（２０２２）》，报告显示不少城市青年处于亚健康
状态，身体素质亟待提高。强健的体魄是开展工

作的基础，青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既把学习

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①的殷殷嘱

托，主动“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积极

开展体育锻炼，不断提升身体素质。另一方面要

有顽强的意志。青年要自觉在困难中磨炼意志。

２０２３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中指出：“青

年人就要‘自找苦吃’。”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逆境是强者走向成功的基石，困难更能磨砺意志。

新时代青年要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自觉勇挑重

担，把困难当作打磨自己的磐石，在经风雨、见世

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

肩膀、真本事，在不懈奋斗中砥砺品行，实现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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