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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优

秀文化，哺育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历史上曾涌现出许

多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改革家，他们的

先进思想、优秀道德品质、智慧和勇气，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

伟绩，树立了英雄榜样，使我们的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优秀传统文化的睿智思想，不仅影响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还

将影响未来的世界。诺贝尔奖得者汉内斯·阿尔文曾说：“人类

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２５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西方学者莫格称孔子是 “伟大文明的奠基者”，他感叹 “孔子的

教诲属于全人类”，美国人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价值和意义是得到全世界公认的，

学习它、实践它、宣传它、弘扬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２０世纪以来，由于环境破坏、价值迷惘和心灵污染这三大

危机，西方有识之士开始从中国寻找哲学智慧。美国学者迈克尔
·哈特在评价老子 《道德经》时指出：“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个

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认为，《道

德经》“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德国哲学家尼

采认为，《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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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学者蒲克明预言 《道德经》将是一本 “家传户诵的书”，

它是人类最古老最系统的 “大成智慧学”。

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要构建 “和谐社会”和 “和谐世

界”，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从孔子、老子等人的思

想中去寻找政治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将随着现代

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彰显其科学价值。面对当今社会、政治、经

济、科技等问题，我们应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从中国和世界

的实际出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史为鉴，立足现实，把握未

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原

理，夯实理论基础，深刻领会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牢固树立

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具备这些是首要的、必须的。同时我们还应

该立足现实，重视历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智慧和

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现代社会科技发

展迅猛，节奏飞快，新知识、新技术日新月异，人们既要忙于应

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还要学习优秀传统文

化，能行吗？答案是肯定的。从实际出发，择其精要，结合实

际，有针对性地学习，不但能为我们解决疑难问题提供向导，扩

大视野，而且还能帮助某些人克服浮躁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可以

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创业、为政。

学习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思想

家、政治家、民族英雄以及近现代革命家和爱国志士，在政治思

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共同特点。他们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立足

时代，面对现实，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伟大

贡献与牺牲。我们学习优秀文化传统，绝不是提倡复古，颂古非

今。而是古为今鉴，开拓创新，从历史经验中获取启示、智慧和

力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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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许多深刻教益，《尚书》提出：

“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管子说： “以人为本，本理则国治，

本乱则国危。”《大学》指出：“大畏民志，此谓之知本。”“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古人认为，为政首先要求树立为公

思想，《尚书》指出：“以公灭私，其民允怀 （归向）。”《吕氏春

秋》认为：“治天下，必先公。”墨子主张 “无私者可置以为政”。

晋傅玄指出：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司马光也提出：

“为政莫若至公。”

用人问题是为政的根本问题，《诗经》《易经》指出：“爽邦

由哲。”“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尚书》中说：“所宝惟贤，则

迩人安。”把人才看做国宝，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管子指出：“授

有德，则国安。”全社会都要重视道德教育，提倡个人道德修养。

《左传》曰：“德者，国之基也。”《尚书》说 “德惟治，否 （鄙）

德乱”；“德为善政，政在养民”。 “做汝民极”， “君子所，其无

逸”，不要贪图享乐，要做人民的表率。“满招损，谦受益”，警

惕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俭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尚

书》教导人们：“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告诫：“节俭则昌，

淫逸则亡。”韩非子认为：“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俭，其道

也。”节俭是政治问题，是国策。关于富民，荀子说：“不富无以

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管子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孔子等人也主张富民、教民、寿民。

此外，在民主法制、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等方面，优秀传

统文化也有许多积极的主张。老子提出：“大邦者下流 （谦下）。”

大小国家相互谦让，和平共处，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墨子主张 “非攻”，即谴责和反对侵略战争。此外，传统文

化还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易

经》指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存不忘亡。”关于民主，墨子

提出各级官员应由民众选举产生，“选举天下贤良圣智之人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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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尚书》反对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即反对株连家族

和官员世袭。提出司法要 “惟察惟法”，近似以事实为依据，法

律是准绳的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方面的，是丰富而深刻

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挥

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不是搞国学专业的，对优秀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兴趣和爱

好，这些读书心得，认识浅薄，有的可能是望文生义，曲解原

意，竭诚请有关专家、读者批评赐教，我将万分感谢。

张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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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训今鉴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 “向古人学习是为

了现在的活人”，目的是 “古为今用”，他生前多次号召我们的干

部学点历史。《尚书》说：“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

永世，匪说攸闻。”（《尚书·商书》，第１８４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以下引文同）意思是说，学习古训，总是有收获的。

从未听说过，不借鉴历史就能使国家永远昌明。英国哲学家培根

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吸取和继

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髓是很有必要的。

《尚书》最早叫 “书”，汉代称 “尚书”，也叫 “上古之书”，

《尚书》成为儒家经典之后叫 “书经”，被奉为五经之首。它是一

部政论史书，正如荀子在 《劝学篇》中说： “书者，政事之纪

也。”司马迁在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 “‘书’记先王之

事，故长于政”（《史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以下

引文同）。其主要内容是记载尧、舜、禹、汤、姜尚等人与诸侯

大臣们的谈话记录或文告，史官将这些谈话文告等汇编成册，称

之为 “书”，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政治文献档案。《尚书》虽然

离今天已经有２６００多年了，但读起来仍感寓意深刻，生动鲜活，

给人们许多启示，不少论断和观点值得今人借鉴。

《尚书》涉及的内容多且广，但大都是从如何维护巩固统治

阶级的政权出发，如官吏的道德素质修养、保国安民、政治刑罚

制度等方面的主张与经验教训。因此，历代明君、贤相都将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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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奉为治国安邦的重要经典；一般志士仁人，庶民工商，也从

中吸取修身待物的准则规范。许多名言警句，如 “满招损，谦受

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兢兢业业”“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有备无患”“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知人则哲”“坐以待旦”

“多才多艺”“巧言令色”“如丧考妣”“杀无赦”“杀人越货”“除

恶务尽”“惟人万物之灵”等，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可见， 《尚

书》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

１．从天命论到民本论

古代人们对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于是产生了对

天的敬畏，把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力量。统治

阶级就假托所谓 “君权神授”。自命为天子，人民必须俯首称臣，

提出所谓 “时惟天命，无违”（《尚书·周书》，第３３２页）。殷纣

王恶贯满盈，到亡国时还狂叫：“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

书》，第１９４页）人民不堪残酷的剥削压迫而奋起反抗，一次又

一次抗暴起义，大批奴隶逃亡，“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史

记·伯夷列传》），“名声若日月”（《荀子·不苟》）。人民的力量

使奴隶主们逐渐产生了对 “天命”的怀疑，统治者们感到 “天难

谌，命靡常”（《尚书·商书》，第１４７页），意思是说天很难相

信，天命无常。“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同上），“惟命

不于常”。（《尚书·周书》，第２８５页）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上

天不会私爱商朝，它只保佑有品德的统治者，“惟天无亲”（《尚

书·商书》，第１４３页）。天不会一成不变的亲近什么人。有的统

治者终于认识到 “天不可信”（《尚书·周书》，第３４７页）。

统治者中有人感到广大奴隶和农民的力量才是伟大的，一旦

揭竿而起，就如洪水波涛，将他们淹没。当夏启的儿子太康荒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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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荡，一次出外打猎，人民乘机起义，将他阻于黄河对岸时，他

的五个弟弟叹道： “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一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予临兆民，懔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尚书
·虞夏书》，第９７页）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坚固，国家

才能强大康宁，我看普通老百姓都比我聪明能干。统治者的错误

给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在不明显的时候就引起重视。处于高位的

领导者，就像乘坐在用旧朽绳套在六匹马拉的车上一样，能不处

处谨慎吗？

统治者们认识到 “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见”，“怨不在大，也

不在小”（《尚书·周书》，第２７６页）。上天辅助诚信的人，从人

民的情绪表现上就可以看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周书》，第２１２页）“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

我民明威。”（《尚书·虞夏书》，第５４页）上天看到的就是人民

看到的；上天听见的，就是人民听见的；上天观察问题，听取意

见，是从人民处吸取意见，观察问题中得来的；上天表彰好人，

惩罚坏人，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行事的。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尚书·周书》，第２０７页）上天总是同情人民的，

人民的愿望，上天一定顺应，天意就是人意。“惟天无亲，克敬

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商书》，第１４３页）“民

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周书》，第３５８页）人民不会永远

支持谁，只拥护给他们实惠的人。

统治阶级从人民的抗暴斗争中认识到，无限度地剥削压迫人

民，他们的统治就会完蛋。故而提出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尚书·虞夏书》，第３７页），对百姓要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义”（《尚书·周书》，第２７８页）。要把人民的苦难放在心上，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书·商书》，第１７２页）。要不断给

百姓实惠，与百姓同心，经常安抚他们。要官员们 “汝克黜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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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施实德于民”（《尚书·商书》，第１５９页）。要求官员去掉私

心，使人民得到实惠。

民本思想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政治

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国危”（《管子
·霸言二十三》）。“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孟子也提出 “君轻民贵”的主张。

２．以人为本，要从爱民做起

以人为本，首先就要爱民，爱民就要养民。所谓德为善政，

政在养民，要从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做起，“饥者则食之，寒者

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致大也”（《说苑·贵

德》）。“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怎样爱民

呢？“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己身，

赋敛如取己物。”（《六韬·文韬》）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

济社会，很强调珍惜土地与不违农时，古人说：土地是财富之

母，就是在今天，土地仍然是人民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同样

也要不违农时，“适其时，以致财物；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厚

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赏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

致贵，以过治罪，以功致赏”（《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行

惠取众，谓之 ‘得民’。”（《韩非子·八说第四十七》）以人为本，

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总的政治路线及其具体政策的各个方面，所谓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文集·答惜赦》），我们不仅

要从政策的宏观方面体现人民的利益，也要在具体政策中解决人

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爱民，从个人的品德来说，就是 “清心寡

欲，约己爱民”（《诸葛亮文集·临终遗表》）。

３．富民、教民、寿民
《尚书》提出 “政在养民”，而且认识到 “四海困穷，天禄永

终”（《尚书·虞夏书》，第４３页）。统治阶级看到人民穷困，他

们的统治就丧失了群众物质基础。“四民 （士、农、工、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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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王道兴而百姓宁”（《说苑·七政理》），他们认识到任何时候都

应将富民放在首要地位。因为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

性……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诗经》也说对于人民要
“饮之食之，教之悔之”。所谓 “仁政”，首先是富民，人民富裕

了，教育发达了，人的素质提高了，社会就会和谐，国家才有人

才可用，社会才会发展进步。 “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

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六韬·守土》）。富民必 “士不先教

不可用也”。“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

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孔子也提出要 “富民”“教民”。他

来到卫国，看到那里人口众多，冉有问他，人口多了怎么办？孔

子说 “富之”，冉有又问： “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 “教

之”（《论语·子路》）。民不富必怨，富而不教必乱。胡锦涛同志

提出在全民中践行 “八荣八耻”的教育，是很有针对性的，是具

有现实和长远战略意义的。

《尚书》很重视对官员、青年和广大士民的教育，“重民 ‘五

教’”（《尚书·周书》，第２３０页）。就是要对人民进行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个方面伦理道德的教育，还规定了对

贵族子弟和广大官员的教育内容。

“寿民”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

“政在使民富且寿。”（《说苑·政理》）今天来说，就是要提高人

民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推进体育文化娱乐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

展，重视老年工作，提高全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

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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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书》对领导者品德素质要求的论述

１．爽邦由哲，建官惟贤，位事惟能
《尚书》对领导人才素质要求的论述很多，集中一点，就是

要选用品德高尚、聪明能干的人，千万不用奸邪小人。我们的先

人历来主张治国理政，必须慎重选拔人才，可高度概括为 “爽邦

由哲”（《尚书·周书》第２６６页），“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尚

书·周书》，第２３０页）。《周易》主张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韩非子也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 （《韩非子·八

说》）。用什么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治乱的根本大事，

“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尚书·商书》，第１４９页）。周朝

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 “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 （音先，

奸佞的人）人，其为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尚书·周书》，第

３８０页）意思是说，今后治政选官千万不要任用贪利奸佞的小

人，应当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

“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尚书·周书》，第２４９页）如果

将人才看作国家的珍宝，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反之则 “天吏逸德
（过错），烈于猛火”（《尚书·虞夏书》，第１０４页）。各级官吏贪

腐败德乱法，人民如遭烈火之灾，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贵州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中说： “小人持才当政，如猛虎添翼，

祸国殃民大矣！”

２．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为政无公德，就有可能杀身毁名，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尚书·周书》，第３８８页）。用公心去消除私欲，人民就会信任

拥护你。商朝的统治者教育其官员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

（《尚书·商书》，第１５９页）。你们要去掉自己的私心，把实在的

好处给老百姓。管子直接指出：“无私者可置以为政。”“授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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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国安。”（《管子·牧民第一》）用干部要用品德高尚的人，尤其

是大公无私的人。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上用人经验指出：“为政之

道，莫若至公。”（《司马光文集》２５卷）荀子说：“公生明，偏

生暗。”“夫私视则目盲，私听则耳聋，私虑则心狂，三者皆私

设，精则智由无公。”（《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一切从私心

出发，就不会有什么公正、公平、公道，所以说： “治天下也，

必先公。”（《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

３．君子所，其无逸
“君子所，其无逸”（《尚书·周书》，第３３页），这是姜尚对

周成王的教诲。就是说，君子从政做官，在政务岗位上，不要贪

图安逸，特别是不要骄奢淫逸，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

（《尚书·虞夏书》，第５４页）。不要效法那些只贪图享乐，放纵

私欲的人，在领导岗位上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处处谨慎，办

好一切政务，姜尚要求各级官员要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

知小人之依”（《尚书·周书》，第３３７页）。做官的人，先下去体

验人民耕种的艰难，然后当你在欢乐时，就能体会到人民的痛苦

了。姜尚接着说： “治民祗惧，不敢荒宁。” （同上，第３３８页）

从事政务，要十分谨慎，惟恐有失，千万不要荒废政事，只图享

乐安逸。姜尚进一步指出： “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

惟耽乐之从。”（同上，第３３９页）不知人民生产劳动的艰苦，不

听取人民的呼声，一味追求享乐，沉溺在腐朽生活之中，姜尚告

诫各级统治者：“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

供”（同上，第３４２页）统治者绝不可骄奢淫逸，观赏珍奇，贪

图安逸，游猎，游乐，过着糜烂的生活，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如

此以往，必将祸国毁身。

４．满招损，谦受益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虞夏书》，第４７页）这是中国

几千年来的古训，毛泽东也教导我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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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落后。”领导者特别是年轻的领导者，不要稍有作为，就忘乎

所以。《尚书》反复教人谦逊不骄，“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居

宠思危”，“推贤让能，庶官乃和”（《尚书·周书》，第３８８页）。

领导者不可主观武断，研究问题或做决定，要 “稽于众，舍己从

人”（《尚书·虞夏书》，第３７页）。多参考他人的意见，舍弃自

己不正确的想法，听取他人正确的意见。对下级不要苛繁，对人

民要宽厚，即 “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同上，第４１页）。刘向

在 《说苑》中也说：“高上尊贵，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

人。”“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是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

（《六韬·立将》）

５．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以治国，俭以持家。今天，

我们提倡勤政廉政，担任公职要勤政，治家要节俭，所谓 “恭俭

惟德”（《尚书·周书》，第３８８页）。担任公职，处理政务要谨

慎。勤俭是一种美德，现在，勤俭是国策，是治国方略，“节用

其财，其治养俭，民富国治”“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

民可得而治”“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第六》）。骄

奢淫逸，败国丧家，韩非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也指出：“常以俭

得之，以奢失之……俭，其道也。”（《韩非子·十过第十》）他把

俭看作一项治国原则。孔子也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

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以勤俭为荣，以骄奢为

耻，应成为社会共识。

６．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人品道德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健康

发展的问题。人无道德，无异于禽兽。德者，国之基。德之所

在，天下归之。江泽民同志指出要：“以德治国。”《尚书》十分

强调道德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主导作用，所谓 “德为善政”，“德惟

治，否德乱”，治理国家最好是德治，不重视德治，国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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