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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深刻感受

到，各类贪官污吏出问题的原因极其复杂，

但思想道德的滑坡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干部的党性锻炼问题给

予高度关注，这反映在他不同场合的讲话之

中。究竟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水

平，方法有很多。从中国传统官德中汲取治

国理政经验，便是重要渠道之一。

传统文化重视官德

中国的官德扎根于历史悠远、博大精深

的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中华传统文化

重视以德修身，为政以德，立德是立身做人

之本，官德是为官从政之基，并把“不患位

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作为判断官德人品

的价值标准。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左

传》里提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宠赂章也。”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可以汲取很多治国理

政经验，帮助领导干部提升道德修养。儒家

经典著作《四书》中的《大学》篇，把道德

和政治融为一体，全面概括和总结了先秦儒

家关于官员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

《大学》列出了君子立身的“三纲领”

（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

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君子必须先沿

着由外而内的轨迹，通过对外在万事万物运

行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提升自己的德才素

质，然后将其内化成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

自己的身心中积累起巨大的正能量，然后再

沿着由内而外的路径，将这些正能量广泛施

惠于家庭、国家乃至普天之下。

古人讲“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意

思是一个人的德行要与其社会地位及所享待

遇相匹配，否则就会招致灾祸。春秋战国时

期著名的“三家分晋”，讲述的就是这样一

个道理。晋卿智宣子非常喜欢儿子智瑶，想

立其为继承者。族人智果提出反对意见，认

为智瑶虽然有长相英俊、善于骑射、才艺超

群、聪慧善辩、处事果决等五个优点，但其

致命缺点是没有仁爱之心。“夫以其五贤陵

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

也，智宗必灭。”智宣子没有听从劝告。后

来智瑶果然专权弄国、贪得无厌，深深结怨

于其他权势家族，导致韩、魏、赵三家合谋

攻灭了智氏，瓜分了土地。

从传统文化看中国古代官德
 靳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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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立身立业，必先养德。”官员德行好坏与国家的兴
衰存亡关系极大。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魂、为政之要，同时
也是立国之基。领导干部要从中国传统官德中汲取治国理政经
验，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