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几年，道路依然不平坦，
甚至充满荆棘，但是我们应该记
住这样一条古训：行百里者半九
十。不可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动
摇。但同时我们要坚定信心，华

山再高，顶有过路。解决困难唯
一的办法、出路和希望在于我们
自己的努力。我深深爱着我的国
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
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

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向兮，虽
九死其尤未悔。我将以此明志，
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

（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
于社会公正和谐的提问）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
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
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
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
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

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
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
象。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
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
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

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
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
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
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去年就在这里我曾经把社会
主义比作大海，海不辞水，故能成
其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
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
发展。今天我在这里又想把社会

主义比作高山，山不辞石，故能成
其高。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
和完善自己，才能进步，我应该向
大家说明我们从一开始搞改革，
就包含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

全面改革，而且没有政治体制改
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
不能成功。

（回答央广记者关于政治体制
改革的提问）

2004年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
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
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
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

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
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
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
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
济学。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
极端重要性。

（回答央视记者关于三农问题
的提问）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人民的儿子。
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人
民。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对政府的支
持。这种支持来自鼓励，也来自批

评。而且总是那么热情、一贯。
觉得最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

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
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
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但

是，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
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
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关于政
绩的提问）

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
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
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
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
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请问

开花的大地，请问解冻的河流”。
（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关于民生

问题的提问）
“ 我 的 脑 子 里 是 充 满 了 忧

患。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

忧。”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
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

（回答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经
济发展的提问）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
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
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
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
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
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
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
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

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
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

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
的包容、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宏的博
爱，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那
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
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

（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关于新5
年展望的提问）

2008年

中国人的心开始暖起来了。我
以为，心暖则经济暖。我深知在这场
金融危机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
其身，克服困难也不能脱离国际经济

的影响。但是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
就是“乞火莫若取燧”，就是说向人借
火不如得到燧石；“寄汲莫若凿井”，
就是说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水不如

自己去凿井。因此，我希望全体中国
人都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

（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关于“保
八”目标的提问）

2009年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
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和凝
聚力，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祖国
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懂得，
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文明。
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的文化得
到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常说的，
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祖国强大。

（回答韩国文化广播公司记者

关于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提问）
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

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
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
督政府。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
础。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
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
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

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
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要给每个人
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
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因为只有
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
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
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

（回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网记
者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

2011年

温家宝总理深情地背诵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写的
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
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
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

明年是《马关条约》签署 110周年，这里我想起了 1896
年4月17日，一位台湾诗人几乎是用血和泪写的28个字的
诗，他的名字叫丘逢甲。他是台湾彰化人。他说：“春愁难
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
台湾。”我还想引用一位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家叫钟理和的
诗，他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回答台湾联合报记者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

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同
胞兄弟何不容？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希望全
体台湾同胞能够理解我们的立法用意，也希望全世界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

（回答CNN记者关于反分裂法的提问）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一贯的、明确的，这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我们
主张两岸进行协商与谈判。这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谁吃
掉谁的问题。

（回答台湾TVBS记者关于“台独”分裂问题的提问）

台海两岸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无法改变
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回答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脑子里总是在想：“一心中国
梦，万古下泉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
们将继续扩大同台湾经贸交流的范围。

（回答台湾工商时报记者关于两岸经贸往来的提问）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我真心希
望能有机会到台湾去走一走、看一看。我想到阿里山，想到
日月潭，想到台湾各地去走、去接触台湾同胞。虽然我今年
已经67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可能，到那时即使走不动，就
是爬我也愿意去。

(回答台湾中央社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问题总
是可以解决的。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
认为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
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我讲一个故事你可以告诉台湾同胞。在元朝有一位画
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
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
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湾故宫博物
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
以堪。

（回答台湾联合报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

我想请你消除顾虑，就是我们推进科学发展，转变发展
方式，只会为台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为有利的
商机。我们将对台资企业继续实行国民待遇。台资企业在
大陆的发展不仅不会被边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发展。

（回答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者关于台资企业在内地
的发展的提问） 据《北京晚报》

关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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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3月 14日，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
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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