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党的十九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引用了这两句诗。这两句诗是以诗言
志，彰显的是一个大党、一个大国自信的气质，传递的是苦干、实干的务实精神，同时也对新时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严以修身提出了一个高的标准。 本期主要围绕“共产党员的修身”这一
主题展开。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什么是修身”。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为切入点，通过讲述严以修身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修课来阐释中国共产党人要不断锤炼党性修养。
第二：“为什么修身”。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为切入点，通过讲述总书记的两张伙食费收据的故事来阐释党员干部严以律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无

愧于人民。
第三：“怎么来修身”。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为切入点，通过讲述领导示范、用人导向、制度保障来阐释党员干部如何做到修身。如何把践行“三严三

实”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

只留清气满乾坤

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六）

典出：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国语》

引用：
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途径方法很多，其中重要的是自觉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
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

——党的十九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讲。 引用：

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
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 2013年的6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所讲。

经典释义：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这两句话出自

《尚书》。这两句话的主要的意思，按照我们现在
的观点来说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律己
跟待人，这个一宽一严是修身中间，非常难以做
到的一件事情。

举一个历史故事说一下。吕蒙正是一个高
官，在宋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第一天上朝
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官员在那儿大声地说，这小
子是参政？吕蒙正听得清清楚楚。结果吕蒙正听
见了权当没听见，照样若无其事地向前走。然后
他同行的人很气愤，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说话

呢？就跟吕蒙正说，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吕蒙正
说千万别问，你要问了，你就永远忘不掉这个名字
了。你要不问，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这件事传得很广，很多人都惊叹吕蒙正这个
人的心胸真宽广啊。这是写吕蒙正宽以待人。
吕蒙正还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他做了参知政事
以后，权力很大。当时有一个官员想取悦于他，
就拿了一个铜镜，说这个铜镜是个宝镜，可以看
见二百里方圆的东西，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您。
吕蒙正说，我这个脸啊，比较宽，但我这么大的脸
顶多有盘子那么大，我何必要一个能看见二百里
地的镜子呢？

经典释义：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出自《国

语》。这个话，在中国历史上名气很
大，它们也是成语，所以它也是经
典。它强调的是作善很难，作恶很
容易，向上很难，向下很容易。

举 一 个 历 史 故 事 说 一 下 。《晋
书》上记载了一个人叫周处。有一
次，周处问他的老乡，咱们家乡，连
年 丰 收 ，为 什 么 你 们 还 愁 眉 苦 脸
呢？他同乡就告诉他，别看我们这儿
连年丰收，但是我们这儿有三害啊！
山里头有老虎，水里边有蛟龙，人间
还有你周处。这三害不除，天下就不
会得安宁。周处一听，我去把三害全
除了。然后周处先到山里射杀了老
虎，然后再跳入水中，跟蛟龙搏斗，在
水中整整搏斗了三天三夜，游到人们
都看不见了。当地的人都认为周处

死了，高兴得不得了。三天三夜以
后，周处回来了，看到老乡们是敲锣
打鼓放鞭炮，就问为什么？同乡说听
说你死了，所以大家高兴得敲锣打鼓
放炮了。周处知道自己也是真正三
害之一，说老虎我杀了，蛟龙我杀了，
自己也要改恶从善了。他就到西晋
的都城洛阳去见西晋最有名的两个
名士，陆机、陆云。向陆云说，我还能
改好吗？陆云说，你没听古人讲过
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周处从此
改过自新，弃恶从善，最终成为一个
忠勇可嘉的勇士。

周处的事情讲明一个道理，从
善确实像登山一样比较难，那么从
恶像山崩一样很容易，但是如果说
你真有决心去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
错误的话，那么还是能够达到自己
的人生目标的。

要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

道理，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

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

——2013年 5月4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

所讲。

典出：

引用：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尚书》

典出：

3
电话：8227878-8037 8232929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晚报版部主办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木二东 校对 白丹 2018年 10月 24日 星期三关 注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

经典释义：
总书记引用的这句话，大家应

当非常熟悉，孔子讲的“见贤思齐
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出自《论语·
里仁》，讲的是道德修养的问题。

见贤思齐，它实际上强调的是，
在修身中间，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

向有贤德的人看齐，向有贤德的人
去学习。那么看见那些德行不好的
人怎么样呢？要反省自身，是不是
有类似的自己的这样的表现。所以
这个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而反省自
身，这实际上是修身中间非常重要
的一个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性的锤炼
和修养的论述：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重庆代表团审议的时候，他指出政治
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会
受到污染。而一旦出现问题想再恢
复，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王阳明有
诗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
在心。”这里的“心”是良心、良知，也是
人品、人格。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就是
今天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共产党人的
底座和基石。没有这个底座和基石就
会意志薄弱、迷失方向，失去天地良
心，甚至导致学术、心术不正。做人先
修身，我们要把修身作为我们人生的
第一要义、人生的第一步。

严以修身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
的必修课。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全面
从严治党方面有了一系列的新理念、
新方法、新举措。比如说，“老虎”、

“苍蝇”一起打；比如说，零容忍、全覆
盖、无死角、巡视组、回头看。而要做
到这些，第一步的要求就是从修身做
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修身不
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修课，而且是
必须修好的第一门课。

严以修身也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修身为第一步，从修身开始。
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
最大公约数来凝聚社会共识，来引领
社会风尚。修身不是虚幻的、抽象
的，它是具体的、实践的，它要体现到
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严以律己：

两张伙食费的收据。这两张收据分别是2014
年和 2015年。2014年是在河南兰考，2015年是在
陕西延川，是习近平总书记及其随行人员所付的这
个伙食费。里面的付款人、项目、明细、款数，写得
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我觉得这就是总书记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的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写照。

现在我们就来讲严以律己，它对于全面从严
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严以律己，它的关键是要立德树人。
修身是做人的前提，立德是树人的前提，那

么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我们加强党性修养，
提高干部素质的首要条件。在这方面，总书记也
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
在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段精彩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以修身、严以律己、慎独
慎微的相关论述：

2018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提到，领导
干部要把践行“三严三实”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
养成一种习惯、化为一种境界。

第一点，那就是要注重领导示范。
第二点，注重用人导向。用了一个公道、正派

的人，就能形成好风气，凝聚正能量。反之，用了一
个不严不实的人，用了一个贪图私利的人，那就凉
了老百姓的心，败坏了我们党的风气。

第三点，那就是要落实制度保障。
打铁还得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在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在我们党的先进
性、纯洁性，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的精神，敢于
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以优良
的 党 风 来 凝 聚 党心民心，做到干部清正、政府廉
洁、政治清明，迎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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