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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

古代官德的价值取向

朱熹认为《大学》中“三纲领”和“八条

目”就是教授贵族子弟及士人们如何做人和做

官，做人是“内圣”的功夫，做官是做人的“外

王”实践。

《大学》中的“三纲领”体现了中国古代官德

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

明明德。《大学》开篇就讲“明明德”，其意

在强调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道德修身为前提。一

是德先于位。《大学》讲：“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二是以德帅才。我们党历

来把德才兼备视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特别是把

道德素质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做官必须先做人，而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德性。

亲民。以《大学》“亲民”理论为核心，可

将中国历代官民关系理论概括为三种：一是民贵君

轻。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二

是先民后官。“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

则能常利。”三是民心向背。儒家从根本上强调国

家一切权力归于君王，但也高度重视民心向背对政

权的重大作用，“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今天的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

何私利，但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是由不同利益需求的

个人和部门组成的，对个人和部门利益的追求必然

会使某些人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旦权力阶

层和资本阶层结盟形成官僚资本，开始压榨和剥夺

劳动阶层的利益，就必然对我们党构成巨大的生存

威胁。因此，如何牢固树立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将是我党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止于至善。《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

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又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

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笔者认为，“止于至善”是在综合了“明明德”和

“亲民”这两个环节之后，在更高层面上所实现的

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为官

从政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只有立长志，才能定、

静、安、虑、得。二是儒家追求的至善，还包括君

臣父子百姓之间的仁、敬、孝、慈、信。为官从政

只有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才算

达到了“止于至善”。

古代官德的实现途径

如果说《大学》的“三纲领”代表了儒家政治

伦理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那么“八条目”就是

教育为官从政者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上述价值追求。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圣”的范畴，

“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的范畴，“修身”

是全部内容的核心和实现“内圣外王”的中轴。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解释为：“所谓致

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

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

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

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上述诠释的核心是“为政

必先学”，因为从政是一门特殊的职业，古代士人

出仕做官，必须先要学习为政之道。一方面，执

政者只有具备应有的领导素质，才能去教育引导他

人。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刻苦学习才能掌握治国理

政的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关于“诚意正心”。《大学》指出：“小人

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

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可见，诚意所强调的重心是反对“伪善”和力主

“慎独”。就“伪善”而言，各级官员之所以出现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现象，根本原因是官员内心深

处存在着双重人格，没有严格解剖自己的决心和勇

气，无法同自身的弱点作斗争，无法实现人格的自

我同一。就“慎独”而言，它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

法，关注的重心是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仍然

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

《大学》里还提出了“絜矩之道”的概念，

其中阐释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

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

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

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里列举的六个维度共

同构成了君子从政的环境空间，其所涉及的实质问

题是君臣关系问题。儒家对待君臣关系的基本态度

是《论语》中所讲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在儒家看来，君臣关系不仅是君王对臣

子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