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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三)

国无德不兴

典出：

为人需要品德，从政需要官德，治国需要每一个人都有内化于心、外现于行的核心价值观。

本期《国无德不兴》以立德为主题，主要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的论述，选取了总书记常用的“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典故，从崇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明德——明

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修德——勤学、明辨、笃实三个维度，通俗易懂地讲明总书记关于“德”的论述，是对我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引用：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和师生座谈所
讲。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

经典释义：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出自

于古代著名典籍《管子》。原文是：
“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
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维”
的本义是指系东西的大绳子，也引
申为一切事物赖以固定的东西。
而“国有四维”，是说治国有“礼义
廉耻”四大纲纪，这四大纲纪一旦
有所缺失，国家就会陷入比较危险
的境地。一旦四大纲纪全部废弛
了，国家就有可能面临灭亡的绝
境，这就是“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的本义。

“礼”是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应

该共同遵循的法律准则和道德规
范。“义”简单地说是公平、正义，是
伦理的原则，也是品德的根本。在

《管子》中，“义”还有推让的意思，
要抑制个人的欲望，把更多的机会
让给别人。“廉”是公正、廉洁，不骄
奢、不贪婪，不掩盖一切丑恶和罪
恶的东西，光明正大。“耻”，要有羞
耻之心，不要纵容邪恶、罪恶。

每 个 时 代 都 有 奉 行 的 价 值
观。礼义廉耻，是那个时代普遍奉
行的价值观。“四维不张，国乃灭
亡”，遵守社会规范、奉行公平正
义、知耻行善、廉洁奉公，这是国家
富强、社会太平的基本保障。

经典释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这是《礼记·大学》篇的基本纲领，也是“大
人之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明德”是指光明美好的德行，而“明明德”，
前面的“明”字是动词，是彰显的意思。“明明德”
是指彰显光明美好的德行。而“亲民”，指的是
要将这种光明、美好的德行推及到民众身上去，
要革除蒙昧，开发民智，共同达到道德修养的最
高境界，也就是“止于至善”。

千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当中一直强调“德”这
个字，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一个个人来
说有多么多么地重要，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一个人只有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黄大
发长期担任贵州遵义一个小山村叫草王坝村
的党支部书记。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他带
领乡亲们历经 30 多年，硬是在一条悬崖峭壁
上开凿出了一条“天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
的历史，乡亲们亲切地把这条渠称为“大发
渠”。黄大发身上这种爱国为民的情怀就是大
德。

公德，顾名思义，就是公共领域的道德。
对共产党人来讲，守公德就是要践行党的宗
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私德简单来讲，就是私人领域的道德，就

是私人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风尚、品质和
习惯。对于党员干部来讲，严私德就是要严格
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严把“私”字。要做到
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在私德问题上，党员干
部丝毫不能懈怠，要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的这种警醒意识，要自觉地去净化自己
的朋友圈、微信圈、生活圈、交友圈、娱乐圈，要
做到慎独、慎微。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干部提
出了这样的要求，除了工作需要之外，少出去
应酬，多回家吃饭。大家也许会问，习总书记
治国理政日理万机，为什么会去关心党员干部
的私事、私德呢？其实对党员干部来讲，私德
不是私事，它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私德也不
是小事，它事关个人的荣誉和他的发展进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2018年 5月 2日，习近平总
书记又一次到北京大学和师生座谈
时所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

经典释义：
这几句同样是出自《礼记·大学》，是经

过精简的说法。
如果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其中的明明德、亲民、至善，
指的是道德修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礼
记·大学》当中的三大基本纲领的话，那么
这几句所提出来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实现三大基本
纲领的八条具体的途径。

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在五年的学习生
涯当中，他是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刻苦、最
勤奋的那个。27 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
正式进入了仕途。而且他当官之后的第一
件事情，把他的母亲接到身边来奉养。在
公元 1040 年，这个时候范仲淹已经年过
半百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从富庶秀丽
的江南被调到当时气候严寒，条件非常艰
苦的西北边疆。就在他在庆州驻扎的这个
期 间 ， 他 还 写 下 了 一 首 著 名 的 《渔 家
傲》，将他制敌报国的慷慨激情熔铸成这

首千古绝唱。其实我们只有读懂了范仲淹
在 《岳阳楼记》 里面所说的“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个核心精神
的话，我们才能够读懂 《渔家傲》 里面的
这一句“将军白发征夫泪”，不是范仲淹
为了个人的命运前途揪心，无奈的泪水，
而是为天下苍生命运忧心的仁爱、情意之
泪。

作为北宋的一代名臣，其实范仲淹身
兼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多重身份。在
他去世之后，宋仁宗赐给他的谥号是这两
个字“文正”。

“文”是宋朝对一个人的学识的最高评
价，而“正”，是公众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
最高评价。范仲淹的这样一种人生经历，
就是非常典型地诠释了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对于
我们现在的人格修养和能力的培养，依然
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青年面临的选择
很多，关键是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掌握了正确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掌握了这把钥
匙。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修德就要
落到实处，首先要从小做起。习近平总书
记讲过，“人民”二字的理解就来自于他十
六七岁在陕北插队时候的感受。因此习近
平总书记讲，青少年要从小就要学会做人、
学习做人，每天都可以想一想我爱国了
吗？我热爱集体了吗？我在家孝敬父母了
吗？在学校爱护同学了吗？在社会上遵守
公德了吗？这样想一想，就会促使自己每
天多做一点。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就能
养成大德。

道德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
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为何？因为下面还有一
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
身”。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也引用这
句话，来告诫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善小要
常为，恶小不可为。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014年 5月 4日，习
近平总书记与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时所讲。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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