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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的语言魅力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
话语体系的启示

吕 婷 婷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习近平讲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饱含真情实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习式风格冶,展

现出独特的语言魅力。 他语言魅力的形成源自于他长期扎根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持之以恒的读

书学习、源于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的深刻把握。 深入学习和感悟习近平的语言魅力,对于当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

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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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无论是在国内外的演

讲、报刊上的发文,还是在会议上的发言、实地走访

调研时的谈话,都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魅力。 他的语

言既高屋建瓴又朴实直白,既求真务实又与时俱进,
既形象生动又蕴含力量,既昂扬向上又沉稳大气,具
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感召力。 但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大

都侧重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

体内容的研究,很少有人从其讲话的文本出发,分析

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本文旨在从修辞、情感等角度

探究习近平讲话中蕴含的语言魅力。
一、习近平的语言魅力

(一)贴近群众的生活魅力

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

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

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而人的根本就是

人本身。冶 [1] 习近平是将理论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绝

佳典范。 他在各类讲话和文稿中非常善于运用群众

语言,经常以家常式、聊天式的口吻和语气与广大人

民群众进行对话和交流。 例如,2013 年,习近平前

往河北省正定县看望当地的乡亲们时说:“这里我

很熟悉,当年下乡就骑自行车来。 今天就是来听大

家的,看看乡亲们,接接地气,充充电。冶 [2] 在基层长

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习近平与广大基层群众之

间形成了天然而又紧密的联系,他以谦逊的姿态、亲
切而又随和的语气向乡亲们表示了最真挚的问候和

最暖心的关怀,很好地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他还经

常借用人民群众的日常用语来深入浅出地阐释复杂

深奥的道理。 比如,习近平谈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的现状时说:“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
虚胖不行。冶 [3]这句话中“块头冶“壮冶“虚胖冶等都是

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语,习近平将

这些词语灵活运用于解释复杂枯燥的经济学知识,
以此来阐释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能力的提升来予以推动的道理。 这样充满生活气息

而又生动形象的语言,既使中国老百姓清晰了解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知识

涵养和理论素养。 习近平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语

言还有很多,比如,“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冶 [4]172“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才知

道冶 [4]443“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冶 [4]375 等

等,这些淳朴的话语,既贴近生活,又充满智慧,彰显

了习近平语言贴近群众的生活魅力。
(二)形象生动的修辞魅力

“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文章

上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

譬喻。冶 [5]譬喻包含借喻、明喻和隐喻三类。 习近平



经常使用譬喻的修辞手法来使一些晦涩难懂的政治

论述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 例如,习近平在布鲁

日欧洲学院演讲时说:“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

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 正如中国人喜欢

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

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 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

式。 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

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冶 [4]283他采用借

喻的修辞,将“茶冶比作东方文明,将“酒冶比作西方

文明,以二者可以共同品味的事实来告诉人们东西

方两种不同文明可以共荣共生的道理。 此外,2013
年,他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演讲中谈到:“和平

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冶 [4]331他

采用明喻的修辞手法,将和平这一抽象的事物比作

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经常接触和感受到的空气和阳

光,形象生动地强调了和平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
习近平还运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强调了理想信念对于

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性。 他指出:“理想信念就是

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爷,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

不坚 定, 精 神 上 就 会 ‘ 缺 钙 爷, 就 会 得 ‘ 软 骨

病爷。冶 [4]15众所周知,“钙冶是人体成长不可缺少的重

要元素,对于人体骨骼的发育和成长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习近平将“理想信念冶比作“钙冶,通俗而

又形象地为人们指明了理想信念的突出作用。 除此

之外,习近平还分别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中使用了譬

喻的修辞手法,这些譬喻都运用得生动鲜明,恰到好

处,为语言增添了明亮的色彩。
排比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节奏感和韵律感,习

近平语言中较多地运用了这一修辞手法。 例如,
2014 年,习近平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

出:“只要是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事,只要是

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只要是有利于

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

办好。冶 [4]240这句话中,他连用三个“只要冶,由台湾

同胞说到两岸发展再说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
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和排比句势的运用,有力地彰显

了习近平对于台湾同胞的关心,对于两岸关系以及

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珍视。 再比如,2013 年习近平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

必须富。冶 [6] 这句话中连用三个排比,将中国发展中

必须要重视的“三农问题冶放到突出层面加以强调,
表现出习近平大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以及浓郁的民生情怀。 习近平语言中运用排比这一

修辞的句式还有很多,比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

强,惟创新者胜冶 [4]59 “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

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

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

护冶 [4]356等等,这些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为习近平

的语言增添了节奏美和韵律美。
适时适地地引用国内古典文化元素和国际文化

元素是习近平语言另一个突出的特征。 他经常在一

些场合引用传统诗词名句和俗文俚语来表达自己的

思想。 例如,习近平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冶 [4]16

来揭示腐败问题是国家动荡和毁灭的重要源头,以
此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务必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引用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冶 [4]346来表

明中国在推进改革时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

决心;引用“十个指头弹钢琴冶 [4]102说明治理国家必

须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等等。 此外,他还多次引用国

外文化符号和国外学者的论述来表明中国的立场和

态度。 例如,2013 年习近平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的时候,考虑到默克尔是一位物理学的博士,他便适

时地引用“牛顿力学冶这一国际通用的文化符号来

说明如何运用“牛顿力学三定律冶来更好地推动中

德关系的发展。 2014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演讲时引

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

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

胸怀冶 [4]262,来告诉人们要用比天空还要宽阔的胸怀

来对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 习近平语言中引用中外

元素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他用“天高任鸟飞,海
阔凭鱼跃冶 [7] 来形容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用“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冶 [4]427 来表达两

岸同胞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愿

景等等。 这些古典诗词、俗文俚语以及国外文化符

号的引用,使习近平的语言既充满哲理又独具韵味,
表现出浓浓的“书卷气息冶。

除譬喻、排比和引用的修辞之外,习近平的语言

中还出现了设问、顶针、排偶等修辞手法。 例如“那
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 靠的就是

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 [8] “过去先进不等

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冶 [4]367 “公款

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

不能私用冶 [4]394等,这些修辞手法虽然运用得不多,
但和前三种修辞手法相互作用,为习近平语言增添

了形象生动的修辞魅力。
(三)高度凝练的概括魅力

习近平曾说:“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
知识、是素质。冶 [9]146正是在其宽广的视野、深厚的文

化积淀的基础上,习近平的语言才呈现出简洁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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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宏的鲜明特征。 例如,2012 年习近平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分别用“雄关漫道真如铁冶 “人
间正道是沧桑冶 “长风破浪会有时冶 [4]35来表示中华

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这三句诗具有无比恢宏的

气势,准确而又生动地概括和总结了中华民族发展

的整体脉络。 又比如,他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形成发展过程时如此说道:“它是在改革开

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

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

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

中走出来的冶 [4]39鄄40,他在此处连用 4 个“走出来冶和
4 个不同的数字,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地将整个中国

大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和生动的呈现。 此外,他
还经常运用一些高度凝练的缩略词和简洁精炼的短

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两个一百年冶 [4]49“五位

一体冶 [4]10“四风冶 [4]48“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冶 [4]36“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冶 [4]11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冶 [4]381等等,这些词语和短句的运用,节奏明快,表
意鲜明,便于记忆,为习近平的语言增添了高度凝练

的概括魅力。
(四)严肃刚健的力量魅力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我国的

发展开始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和

挑战,习近平从不回避,从不遮掩,他的讲话总是能

从问题出发,直击要害,具有千钧万发之力。 例如,
2012 年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的

大会上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
必须予以追究。冶 [4]138他用“任何冶 “不得有冶 “必须冶
这样一些带有绝对语气的词汇来凸显法律的神圣不

可侵犯,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和穿透力。 2013 年,习
近平在谈到我们国家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时

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

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苦果。冶 [4]249他以无比坚定的语气向其他

国家发出了振聋发聩般的警示,告诫他们中国在发

展的过程中绝不会牺牲自己的正当权益和核心利

益,告诫他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我们牢不可破的

政治底线,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触碰。 态度坚定,
语气坚决,丝毫不容质疑。 2014 年,习近平在谈到

我们国家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时说道:“全党同

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

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

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

行到底。冶 [4]394这句话中的“猛药去疴冶 “重典治乱冶
“刮骨疗毒冶和“壮士断腕冶四个词语,充分表现出了

习近平在反腐倡廉上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对腐败分

子形成了强烈的震慑和威吓。 总之,对于社会上的

一切丑陋现象,习近平从不姑息,从不纵容,他敢于

“亮剑冶,勇于“斗争冶,最终表现在其语言上就形成

了严肃刚健、充满力量的独特魅力。
(五)爱憎分明的情感魅力

习近平的语言中蕴含着爱憎分明的情感立场。
面对老百姓,他从不打官腔、摆架子,而是始终站在

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考虑。 比如,2012 年,刚当选为

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

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

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

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冶 [4]4这段朴实亲切的话语,不仅传递出了亿万百

姓的心声,而且温暖了亿万百姓的心灵,成为了当下

最暖心和最真挚的政治宣言。 在 2015 年的新年贺

词中,习近平这样说:“这一年,我们也经历了一些

令人悲伤的时刻。 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150 多名

同胞下落不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持续

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 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

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离开了我

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成了 600 多人遇难,我们怀念

他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都安好。冶 [10]这段话的字里

行间都蕴含着习近平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生命安危

的牵挂之情,也从侧面折射出了他心中浓郁的家国

情怀。 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和丑陋现

象,习近平总是义正辞严,直接予以揭露和批判。 比

如,2013 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中,他运用排比句式揭露部分党员干部经

常“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

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弦,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

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冶 [4]370,最
后以一个感叹句收尾,足以看出习近平对党内腐败

分子的痛恨与厌恶! 这也与他对广大老百姓真挚深

厚的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老百姓的热爱与对

不正之风的厌弃为习近平的语言增添了爱憎分明的

情感魅力。
(六)以古喻今的历史魅力

习近平非常喜欢讲历史故事,他总是能从历史

故事中总结出我们国家兴衰治乱的密码,也总能透

过历史经验为现今指明道路,正因如此,他的语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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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历史感冶。 例如,2013 年,习近平通过讲

述秦王朝二世而亡和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故事,告
诫全党同志务必以史为鉴,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切不

可腐化堕落、贪图享乐。 2014 年,在河南省兰考县

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又为党内同志讲述了兰

考历史上著名清官张伯行的故事。 他引用张伯行的

《却赠檄文》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防微杜渐,坚守

好政治底线,绝不能贪图一丝一毫的私利,因为“大
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到腐化堕

落境地的冶 [9]38。 除了讲述古代的历史故事,习近平

还经常讲述近代史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

事。 2011 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

话中,习近平通过讲述毛泽东 1930 年在寻乌县展开

调查的历史故事,告诫广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群

众路线,广泛扎实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

中摸清群众生活状况,了解群众真实需要,从而更好

地为群众服务。 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历史故事不胜

枚举,这些历史故事的生动呈现为他的语言增添了

以古喻今的历史魅力。
(七)与时俱进的时尚魅力

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

习近平具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一方面,他能从

百姓生活中提取出最新最热的网络流行词汇加以运

用,并赋予一些行业词汇以新的“灵魂冶和意义;另
一方面他也能创造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

色的词汇和话语,充实并完善中国现代汉语的宝库。
例如,2014 年习近平在 APEC 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

说:“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 APEC 蓝,美好而

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

努力,APEC 蓝能够保持下去。冶 [11]328习近平主动提

及“APEC 蓝冶这个语带几分调侃的热词,表现出他

直面百姓期待、不回避不遮掩问题的态度,也向世人

展示了中国治理雾霾的坚定决心。 同年习近平在接

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的时候再一次以流行歌曲“时
间都去哪儿了冶这一热词现身说法,为大家清晰地

讲述了他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故事,借此勉励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持之以恒地学习,不断为自己充

电。 他也经常借用一些其他行业的术语,比如医学

术语和汽车术语来阐述一些政治、经济中抽象的概

念。 比如 “标本兼治冶 [4]385 “引擎冶 [4]125 “换挡降

速冶 [12]241等,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他还结

合新的时代特征,创造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词

汇和话语,如 “中国梦冶 [4]36 “新常态冶 [12]19 “零容

忍冶 [4]196“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冶 [4]381 “打铁还

需自身硬冶 [4]4等等,这些词汇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

和中国味道,展现出新时代的气息,为其语言增添了

与时俱进的时尚魅力。
二、习近平语言魅力的来源

(一)源于长期扎根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持之以

恒的理论学习

习近平的语言既“接地气冶,又蕴含着浓浓的

“书卷气冶,这两大语言特征的形成离不开他长期扎

根基层的实践和持之以恒的读书学习。 习近平有着

非常丰富的基层执政经验,他先后在陕西省、河北

省、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等地的党政机关任职,
在这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 特别是在梁家

河插队的 7 年知青生涯中,习近平和当地老百姓一

起住窑洞、睡土炕、吃粗粮、干农活,经受艰苦生活的

磨练。 在这七年中,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

有了真实的感受,对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日常交流

所用的语言都有了直观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这成

为他日后频繁使用接地气的群众语言的重要基础。
多年之后他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说,正是这七

年上山下乡的插队生活,“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
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这是让我受益终生

的东西。冶 [11]51鄄52此外,习近平非常喜欢看书,他把读

书看作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便在陕北七

年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给自己充

电。 平日里他总是抽时间看书,看书的范围极为广

泛,从古典诗词到中外文学名著,无所不包。 2014
年他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现在,我经常

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
人滋养浩然之气。冶 [4]102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读书有

着极高的热情,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热情和长期

的理论积淀,他的语言才散发出浓郁的书香之气。
(二)源于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的继承

“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

质冶 [9]146,习近平充满生活魅力语言的形成是以其丰

富的民本思想作为支撑的。 而其民本思想又是在汲

取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

形成的。 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冶的民本思

想发端于商周,经儒家、道家和墨家等思想派别的阐

发,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活力。 例如,孔子提出

“仁者,人也冶 (《中庸·二十章》);孟子提出“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冶(《孟子·尽心下》);墨子提

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冶(《墨子·节用中》),这些

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民本思想的精华所在,习近平

从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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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

体的民本思想,最后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形成了自己

的民本思想。 他多次提出要为广大老百姓谋福祉,
要使人民群众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冶,如此浓郁

的民本情怀直接反映到他的文字当中,为其增添了

朴实真切、通俗易懂的生活魅力。
(三)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

刻把握

从习近平的语言中,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些当下

最热的词汇和最时兴的话语,比如“蛮拼的冶 [10]15

“时间都去哪儿了冶 [4]102 “二人转冶 [9]23等等,这与他

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准把握是分

不开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许多深层次

的问题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 在这些挑战面前,习
近平不回避不遮掩,总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应

对。 例如,在面对党内滥用职权的现象时,他指出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冶 [4]38;在历史虚无主

义盛行的当下,他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冶,大力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环境污染态势较为严重的

形势下, 他提出要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冶 [12]209的意识等等。 这些语言紧贴时事,有的形

象生动,有的幽默风趣,有的严肃刚健,无不源自于

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清醒认识和深刻

把握。
三、习近平的语言魅力对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

系的启示

习近平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和大量的著述文

章中,展现出了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语言风格,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理

论层面的示范和现实层面的指导。
(一)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的科学内涵,明确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方向和

目标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首先必须明确构建中

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方向和目标。 习近平在讲话中多

次强调,我们的工作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

国气派。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应当如此,必
须把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作为首要目标和任

务。 首先,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立足中国实际,结合

现实国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主题

展开,使之彰显中国特色。 其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要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获取财富,
使之带有浓郁的“中国味道冶和中国风格。 最后,构
建中国话语体系要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把民族性和

世界性融为一体,善于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同时又保持自己的定力,不盲从,不照搬,使之

具有中国气派。 习近平的讲话具有典型的中国特

色,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出宏伟的中国气

派,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根本的

方向。
(二)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

系的思想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坚定文化自信是极为

首要和关键的一项任务。 习近平曾说:“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

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

能发 展 起 来, 而 且 很 可 能 上 演 一 幕 幕 历 史 悲

剧。冶 [12]349所以,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夯实文化

自信的根基,坚定地继承和大力地弘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我们要学

会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中汲取力量和智

慧,要学会运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眼光、思维方式和

语言特征来构建话语体系,成功提炼和概括出具有

中国特色标识的、易于被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观

点、新概念、新表述。 习近平在讲话中经常引用中国

的古典诗词、俗文俚语、名言警句等,这些中国元素

的出现既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展现了中国智慧,
又彰显了中国的自信和魅力,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

下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良

好的示范。
(三)重视党风学风和文风建设,营造构建中国

特色话语体系的良好社会环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从改造当前的官

方话语体系入手。
“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

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

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冶 [13]4面对这样的形势,习
近平 指 出: “ 党 风 决 定 着 文 风, 文 风 体 现 出 党

风。冶 [13]3因此,他认为要形成良好的文风,必须从纠

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以及端正领导干部的学风入手。
然而,目前我们党内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风气还

较为严重,奢靡之风与享乐之风屡禁不止,脱离群众

的现象屡见不鲜,能力不足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在这

样的形势之下,我们要把改进党风、端正学风和改进

文风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党风建设推动学风和文

风建设,通过学风建设为文风建设奠定基础和提供

保障,以文风建设带动党风和学风建设。 只有这三

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才能彻底改造我们国家的

官方话语体系,进而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设。
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仅仅改造官方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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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体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总结和提炼民间表

达,以群众语言来丰富、提升和创新我们国家对外宣

传思想工作的话语体系,使官方话语与民间表达有

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贡

献力量。 习近平语言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他善

于运用一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话语来解释复杂深奥

的道理,这为他的语言增添了平实生动的魅力。 因

此,在改造官方话语体系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

地贯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不断

从群众语言中汲取灵感,将一些新概念、新表达融入

到官方话语体系之中,使官方话语与民间表达有机

融合、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建设。
总之,习近平的语言朴实真切、引经据典、饱含

真情、蕴含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做出了良

好的示范,提供了生动的模板。[14] 深入分析习近平

语言中蕴含的魅力,对于当前我们构建中国特色话

语体系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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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謖s Language Char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L譈 Tingt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Xi Jinping謖s speech is easy to understand, vivid and full of true feelings, forming a distinctive " style with Xi Jinping謖s char鄄
acteristics" and showing a unique linguistic charm. The formation of his language charm stems from his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鄄oriented thoughts and Marxist mass viewpoints, from his long鄄term practical experience which takes root in grass roots and
persistent study and his profound grasp of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eeply study and comprehend the linguistic charm of Xi Jinping.
Key words:Xi Jinping; language charm; literar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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