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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是毛泽东始终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刻认识

到廉政建设的重要地位，指出领导层生活腐化是古代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吏治腐败的封建王朝必然走

向崩溃。毛泽东从古代文史中引出“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不要学楚霸王”、“我党干部要学习韦睿作

风”、“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等重大命题，阐述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子女、加强民主监督、力戒贪

图享乐和严厉惩治腐败等具体要求。毛泽东廉政思想及其构建廉政话语的方法，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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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ity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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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PC’s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is a major issue about which MAO Zedong had
always concerned and reflected． MAO Zedong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e pointed that the leadership corruption life was an important rea-
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ancient peasant uprising，and the feudal Dynasties with the bureaucracy cor-
ruption would inevitably collapse．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major propositions from ancient histo-
ry and culture，such as“Not strictly required，they would degenerate”，“Don’t learn from the King
of Chu”，“Our Party’cadres should learn from the style of WEI Ｒui”，“It is the last resort to cut
MA Su with crying”，etc． He expounded such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our Party’cadres as being
strict with their children，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supervision，strictly avoiding covet enjoyment，se-
verely punishing corruption，etc． MAO Zedong’s thought of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as well as
his method of building honest wor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Party gover-
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of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overning the
Party severely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是毛泽东始终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廉政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丰富而系统的廉政建设思想。作

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无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推动党的

廉政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十分重视汲取古代社会兴衰治

乱的经验教训，为党的廉政建设理论注入传统文化元素。“《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

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1］( p208)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来源。深入挖掘毛泽东廉

政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认识毛泽东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廉政话语的方法，对于当前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廉政建设重要地位的传统文化元素

清正廉洁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人与贪污浪费水火不

容，“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2］( p134) 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主席期间，毛泽东积极倡导勤政清廉的党风政风，致力打造廉洁政府。“它向人们宣告: 只有

苏维埃才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3］( p224) 1940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颇为自豪地说

起延安的“十个没有”，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没有贪官污吏”。毛泽东以此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南京国

民政府的首要区别，可见他对廉政建设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如此重视廉政建设的背后，是他对廉政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读艾思

奇《哲学选辑》中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论述时批注道:“坟墓都是自己掘的。”［4］( p371) 毛泽东从哲学高度认

识到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矛盾双方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有了这种哲学

认识，毛泽东在阅读古代文史时十分注意考察古代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提出廉政建设

的极端重要性。
1． 领导层生活腐化是古代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地主阶级残酷

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导致农民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

挥黄钺。”毛泽东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肯定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同时，

毛泽东十分注意考察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农民政权———“张楚”，但是政权仅存六个月便夭折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陈胜失败的两个原

因: 一是功成忘本; 二是任用小人。当毛泽东读到《史记·陈涉世家》中关于陈胜起义失败原因分析时，

充分肯 定 了 司 马 迁 的 见 解，在 原 文 中 用 粗 重 的 红 铅 笔 画 上 重 线，并 在 天 头 上 批 道: “一 误 二

误”。［5］( p983) 其中“一误”是指陈胜功成忘本。因为陈胜在耕田时曾对一位农民说:“苟富贵，无相忘。”后

来陈胜称了王，这位农民特地赶来找他。当农民在王宫里跟人谈起陈胜穷困时的情况，陈胜大怒，认为

这丢了他的脸，便把那位农民杀了，结果导致“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认为陈

胜小胜即骄傲，贪图个人荣华富贵、脱离贫苦农民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同样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44 年 2 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

席的李鼎铭先生将一本描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迹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起义》转呈给毛泽东

评阅。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的教育意义，特意抄存了一部，并于 4 月 29 日回信提出，“此书如按上述

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6］( p230) 1944 年 3 月 10 日，正值中国人民处于抗战胜利前

夕，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郭沫若写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并连载

于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近两万字，主要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后归于失败的过程

和原因。这篇文章认为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讲究政策和策略，骄傲自满，忘

记潜在危险，最终导致失败。“进了北京之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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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7］( p21) 李自成没能经受住

暂时胜利的考验，他在进北京之前，“不好酒色，饮食粗粝，与下同甘苦”。［8］( p74) 进入北京城之后，“将三

桂妾陈沅留入大内。自成向远酒色，至都改操，幸陈沅而宠之”。［8］( p82) 毛泽东在延安读到郭沫若的文

章，立即看出它的重要警示意义，提出要把它当作整风文件来学习。“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

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

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 p948) 6 月 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号召，“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

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

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5］( p1446) 1944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信道:“你的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

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6］( p241) 毛泽东提议郭沫

若写太平军的经验，表明他要从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迫切愿望。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

义军定都南京后，小胜即骄傲。所有封王都住进豪华的深宫大院，过着奢侈的生活，脱离了贫苦大众，最

后导致失败，教训极为深刻。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央机关开始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

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5］( p1147)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鉴，永葆艰苦奋

斗、清正廉洁革命本色的坚定决心。
2． 吏治腐败的封建王朝必然走向崩溃。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封建王朝治乱经验教训时指出: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

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10］表明吏治腐败是社会

动荡之源。毛泽东还从古代小说中加以论证。毛泽东读古代小说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把小说当作重

要史料来读。1961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

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5］( p1466) 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

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指出:“《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

当历史读。”［1］( p220)

毛泽东把小说当做历史来读，因此他经常结合古代小说分析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原因，以此教育党

员干部。《红楼梦》是毛泽东十分爱读的小说之一，他喜欢引用其中一段诗文说明社会关系的沧桑巨

变。“《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巷，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

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11］更可贵

的是，毛泽东还深入探究社会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1954 年，毛泽东读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

究〉》时，当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

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5］( p1468) 内容时，毛泽东批注道: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5］( p1468) 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

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5］( p1468) 毛泽东继续批注道:“这一点讲得

有缺点。”［5］( p1468) 显然，毛泽东并不满意这样的分析。1963 年 5 月 7 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

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1］( p225) 毛泽东认为，贾府的管理者

安富尊荣导致了贾府的衰败。当大多数统治者都贪图享乐、骄奢淫逸，励精图治、运筹谋划者寥寥无几

之时，其衰亡的命运是必然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12］( p466)

《水浒传》也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部古典小说。小说描绘北宋末年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众多英雄好

汉逼上梁山泊参加起义的故事。毛泽东经常引用《水浒传》论述吏治腐败的危害。“《水浒传》要当作一

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13］指出政府

腐败是导致底层百姓起义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毛泽东还把小说《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历史来读。
1942 年 4 月，毛泽东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谈《聊斋志异》时指出，“《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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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席方平》含义很深，席方平在阴司的遭遇，实际上是人

间官吏鱼肉人民的真实写照，是对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护、残害人民的控诉书”。［14］毛泽东借古代

小说表达了对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痛恨。

二、廉政建设具体要求的传统文化因子

为了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让各级党员干部明确努力的方向，毛泽东在论述廉政建设重要性基础上，

结合传统文化阐述了廉政建设的具体要求，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提供了基本遵循。
1．“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子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条件下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成为毛泽东十分关

注的问题。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子女，教育子女自立自强，不能依赖父母，养尊处优，更不能

搞特殊。1967 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结合《触詟说赵太后》来教育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子女。“这

篇文章( 《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 ，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

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

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

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15］( p159 － 160) 毛泽东结合此文，把领导干部能

否严格要求子女与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正确对待子女的重要性。毛泽东还用东汉梁

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教育子女要自立自强，不要依靠他人。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回忆道: “1959 年 6 月 3
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

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

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16］( p558 － 559) 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和文学家。
一生隐居，生活非常贫穷，给人舂米度日。有一天邻居告诉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梁鸿

说自己不因人热，婉拒了邻人的好意。毛泽东多次用这个故事告诫领导干部对子女要严格要求，让子女

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离家几十里之遥的北京西郊读书。每到

周末，卫士长李银桥便悄悄派人开车把李讷接回家。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李银桥说:“别人的

孩子就不是孩子了? 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回家? 这样影响很不好，我的

孩子不能搞特殊。为什么三令五申，还要搞特殊?”［17］从此，李讷自己骑自行车上学、回家，再也没有坐

过公车。1963 年 1 月，毛泽东接到女儿李讷谈学习《庄子·秋水》感受的信，很是欣慰，回信道:“中学也

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 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 翘

尾巴的) 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

做河伯了，为你祝贺!”［18］( p377) 毛泽东借庄子的寓言故事教育李讷不能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要谦虚谨

慎，严格要求自己。
2．“不要当楚霸王”———加强民主监督

1945 年 7 月，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谈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

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 p2162) 建国以后，毛泽东认为，我们党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忽略民

主，听不见和听不得不同意见。“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

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20］( p652) 只有对党员干部形成有效的

党内和党外监督，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贪污腐败现象。
为了有效地进行监督，毛泽东要求作为上级的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认真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不能

自以为是，固执己见。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

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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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吗? 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21］( p295) 毛泽东还特意把《项羽本纪》挑

出来给一些同志读，以引起注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十分赞赏《三国演义》中曹操的重要

谋臣郭嘉的多谋善断，并以此说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 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
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

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的

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13］“多谋”是指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其实质就是民主，它是“善断”
的基础;“善断”是指要及时作出判断和抉择，实质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

关系要防止少谋武断和优柔寡断两种错误倾向。
对于下级，毛泽东希望他们敢于批评上级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1959 年 4 月初，毛泽

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学习海瑞敢于直谏的“五不怕”精神。毛泽东说: “明朝皇帝对

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 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

不怕杀头。因此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5］( p1117 － 1118) 毛泽东还把《明史》中的《海瑞传》推荐给干

部看，希望他们能够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汉代的赵充国同样是一位敢坚持真理、敢于劝谏的大

臣。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降服西羌，赵充国提出戍边的士兵战时出征，平时垦荒种田，就地解决军粮

问题，但是他的建议遭到皇帝和众多大臣的反对。赵充国没有放弃，反复上陈自己的意见，最终说服了

皇帝和大臣。毛泽东在读班固的《汉书·赵充国传》时赞扬赵充国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

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

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一个过程，但要坚持。”［22］( p162)

3．“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力戒贪图享乐

1949 年 3 月，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23］( p1438) 成由勤俭败由奢，清

廉常与勤俭节约相生，腐败常和贪图享乐相伴。毛泽东在建国后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并借古喻今教育党

员干部。1952 年 11 月，毛泽东沿黄河巡视，回京途中顺道来到安阳古城殷墟。毛泽东思接千载，评点

殷纣王，以此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不要贪图享乐。“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可是他滥

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 那些

酒池肉林、折胫之说，证明了他的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24］( p592)

相反，对于历史上那些励精图治、不贪图享乐的官吏，毛泽东大加赞赏，并要求党员干部向他们学

习。韦睿是帮助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名将。毛泽东在读李延寿《南史·韦睿传》时批注道:“我

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5］( p1055) 并对这部传记密加圈点，批注达二十五处之多，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
套圈。毛泽东之所以十分赞赏韦睿，因为韦睿虽为高官，但生活俭朴，从不贪图享乐，“历官所得禄，皆

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在攻城略地过程中，不以权谋私，贪恋钱财，“所获军实，无所私分”。毛泽东对韦

睿的品质大加赞赏:“仁者必有勇”、“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劳谦君子”，［5］( p1056 － 1057) 充分

肯定了韦睿身先士卒、廉洁自律、宽厚仁爱、吃苦耐劳的可贵品质，值得党员干部学习。岳飞是南宋著名

的抗金英雄，他清正廉洁，治军严明，作战勇敢，留下“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
1963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听取罗瑞卿关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汇报。当听到这次取胜的主要经验

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结合岳飞的名言表达了他对部队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呀，过去岳飞

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可以怕

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 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

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25］( p128)

毛泽东不仅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建国后，毛泽东有一

次外出归来，发现工作人员将丰泽园畔春藕斋屋顶原来的黑瓦筒子换了黄绿色宫廷琉璃瓦，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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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严厉的批评，并在有关部门的检讨书上批语:“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25］( p127) 这条批语

出自《宋史·李沉传》，毛泽东在阅读《李沉传》时曾经把这条批语写在传记旁。李沉是宋真宗赵恒朝的

宰相，居住处甚为简陋，有人劝他建造新宅，他说: “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

耳，安事丰屋哉!”李沉虽官居高位，但平素奉行节俭，他的这种品德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4．“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就立即着手在党政机关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毛泽东以

中央名义电告各省、军区，“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 ，直

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26］( p191)“三反”斗争至 1953 年 6 月止，严肃查处了一大批

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毛泽东说: “非杀不

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24］( p573)

毛泽东引用斩马谡这个典故，表明对一些革命功臣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痛心和严厉惩治腐败的决

心。因此，当有些高级干部考虑到刘青山、张子善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要求减轻处罚时，毛泽东坚

定地回答道:“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

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7］( p345)

三、现实启示

毛泽东凭借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造诣，古为今用，生动地阐述了廉政建设的重要地位和具体

要求，对当前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毛泽东从古代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深刻理解小胜即骄傲、骄傲致败亡的教训。“陋

室空巷，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演绎着封建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体现了“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历史的沧桑巨变中，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性质表明共产党人与贪污腐败水火不

容。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

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期间就告诫广大干部要把“做人做官的过程与加强党性官德修

养的过程进行紧密统一”。［28］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指出，

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

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

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

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我们要警醒啊!”［29］( p81) 党的廉政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拒腐防变

必须警钟长鸣，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没有任何理由力度“收一收”，节奏“调一调”。2016
年 10 月 24 － 27 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历史担当。
2． 古代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智慧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毛泽东博古通今，以史

为鉴，从古代文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极大地推动了党的廉政建设。古代优秀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治国理

政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

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

益借鉴。”［30］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最好的营养剂。当前，我国正在贯彻落实“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上新台阶。在这一过程中，深入学习研究古代优秀

文化，总结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必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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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
3． 中华文化为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提供丰厚滋养

毛泽东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和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史

故事阐述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廉政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

上的话语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可以为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话语体系提供丰厚滋养。如果离开传统文化，“言必称希腊”，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范畴、话语系

统，则极不利于彰显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不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必须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并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

来，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国家形象，增强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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