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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必須是好人
—— 從政道德八句話

周文彰* 

第一句話：做官重在做事與做人

我們都是領導幹部，老百姓把我們叫做“官”。做官就要好好思

考做官、做事與做人的問題。這個問題想明白了、實踐好了，我們才

有可能是好官。

官是甚麼？有人可能說，官是地位，做了官就意味著社會地位高

了；有人可能說，官是權力，有官就有權，官小有小權，官大有大

權，官是跟權力聯繫在一起的。但從本質上說，官是責任。

人類社會最初本來沒有官，後來有許多共同的事務，需要專人去

管理，於是慢慢地就有了官。一個人從一般社會成員變成官，就意味

著多了一份責任，即不僅要管理好自己，還要管理好別人、管理好一

個部門、管理好一個地區。官由小變大，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責任的範

圍由小變大，份量由輕變重。

為了方便管理，人民賦予官一定的權力，做官也就是掌權和用

權。不言而喻，權力是官用來履行責任的手段和工具；權力是以履行

責任為前提的。

有一年，一個地方發大水，人們找不到鎮長。鎮長去哪兒了？去

丈母娘家去了！因為丈母娘家被水淹了。他無疑是個好女婿，但是他

又被稱為“怕水幹部”，被開除了黨籍公職。為甚麼？就是因為在洪

水面前，他沒有履行鎮長組織抗洪搶險的責任。

所以，官就是責任。這位怕水幹部，“倒楣”就倒楣在他是個

官，沒有去履行他應該履行的責任。

*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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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做官，就一定要做事。掌權和用權就是為了做事：做自己的

職務所要求的事，做上級領導分配我們做的事，做群眾希望我們做的

事，做從職業道德出發應該做的事。做事才能履行責任。做事是履行

責任的過程，是履行責任的表現，也是履行責任的結果。空談、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之所以是為官之大忌，為人民所不齒，就是因為不認

認真真做事。

要做好官，做好事，就要做好人。做人不過關，做官、做事也做

不好。做人是做官與做事的基礎，也是做官與做事的保證。在做官、

做事、做人這三者關係中，做官是手段，做事是目的，做人是基礎。

這三者的關係不能錯位。做官不是目的，做官是為了做事，假如我們

把它們倒過來，做事是手段，做官是目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

了實現當官這個願望，這就是本末倒置，結果肯定會做出一些祇圖自

己有政績，不管對老百姓是否有利的事情來。

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為人官，否則會被老百姓駡成狗官或

者別的甚麼官;只有做好了人，做事才可能有 正確的動機，才可能有人

民所歡迎的效果。所以我們要先做人後做官。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

好官必須是好人。以為當了官就做好了人，因而頤指氣使，好為人師;
只有教育人的意識，沒有改造自己的自覺，這就徹底錯了。

做人有許多標準，最根本的也是最起碼的標準，那就是人要有人

的樣子。人的樣子不在於外表，高啊、矮啊，胖啊、瘦啊，男啊、女

啊，俊啊、醜啊，這跟做人都沒有關係。人的樣子就在於人有道德；

道德是人之本。所以，從政道德第二句話，就是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第二句話：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做人之“本”是甚麼？

不是身材相貌，甚至也不是知識才華。做人當然不可無才，但才

不是做人之本。

做人之本也不是指做人的本錢，對於做人的本錢可能會有各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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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之本是指道德品質。古人說：人可以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

無德。

道德品質有複雜的構成，對領導幹部來說，哪些道德品質最為重

要？忠誠、責任、誠信、廉潔等，無疑名列前茅。

忠誠，就是忠誠於黨的事業，忠誠於國家和人民。樊錦詩，敦煌

研究院院長，從1963年25歲來到荒凉的戈壁灘，一直到如今，年近75
歲，把人生的大愛和智慧全部獻給了敦煌文物保護事業，展示的就是

忠誠。一個領導幹部，有了忠誠，就會堅忍不拔，就會頑強拼搏。

責任，就是為百姓解難，為人民造福。武漢市武昌區信訪辦副主

任吳天祥說：“民之難即黨之憂，共產黨的幹部就是要為黨分憂，為

民解難。”他把為群眾謀利當成了人生最大樂趣和最大幸福。他所做

的，就是盡一個領導幹部的責任。一個領導幹部，有了責任，就會殫

精竭慮，就能鞠躬盡瘁。

誠信，就是讓人民放心，對人民負責。新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兼唐莊村黨委書記吳金印說：“咱們當幹部的，吃的是人民的糧食，

花的是人民的稅收，要是不給群眾辦事，不帶農民致富，對不起人民

啊！”吳金印當了36年的鄉鎮黨委書記，始終安心鄉鎮工作，使一窮

二白的山區發生了巨大變化。他以他的行為造福於民，也取信於民。

一個領導幹部有了誠信，就會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廉潔，就是用權不謀私。王瑛任四川南江縣紀委書記時，有兩種

東西必須親自安排擺放：一種是“紀容鏡”，上書“以銅為鏡正衣

冠，以紀為鏡正言行”；第二種是掛在紀委會議室的牌匾：“政治堅

強、公正清廉、紀律嚴明、業務精良、作風正派”。她的工作是推動

廉潔，她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廉潔。一個領導幹部有了廉潔，就會立黨

為公，執政為民。

所以，從政道德的第三句話是，用權不謀一己之私。

第三句話：用權不謀一己之私

領導幹部是做領導工作的。公務員工作，如果簡單地說，就是

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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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要解决好甚麼問題呢？我認為有三點至關重要：

第一，為誰用權；

第二，如何用權；

第三，怎樣安全用權。

為誰用權，是用權的方向問題；如何用權，是用權的態度或方法

問題；怎樣安全用權，是用權的可持續問題。

這三個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有時簡直就是一個問題，比如，為

誰用權問題出了偏差，用權就很不安全了。因此，為誰用權是用權的

根本性問題。

那麼，官員用權，到底應該為誰用權呢？

當然是為人民群眾用權。道理十分簡單：

第一，領導幹部是一個為人民的職業，也即是為人民謀利、為人

民造福、為人民排憂解難的職業。因此，領導幹部無論職位高低，都

是人民的勤務員，又叫人民公僕。

第二，權力是為人民的工具或手段。要讓領導幹部履行好為人民

的職責，就要賦予他們權力，權力不過是為人民的便利條件，權力是

為人民的工具或手段。

第三，領導幹部的權力，屬於公權，不是私權。公權就要公用，

就像公款就要公用一樣；公權不能私用，就像公款不能私用一個道理。

為人民用權就是公用，為自己用權就是私用。

 “用權不謀一己之私”，說的就是要求防止公權私用。

對官員來說，用權謀私，不道德，不合法，不安全。

** 用權謀私，首先是不道德。吃人民的飯，用人民的權，從事為

人民的職業，就應當為民謀利。領導幹部最嚴重的不道德行為，就是

用權謀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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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權謀私，其次是不合法。法律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官員權

為民用，刑法對用權謀私有嚴厲的懲罰規定。官員最要警惕的不合法

行為，就是用權謀私。

** 用權謀私，最後是不安全。每謀一私，等於給自己增加了一份

危險；嚴重謀私，只謀一次，就會斷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官員最傷害

自己的行為，就是用權謀私。

第四句話：行政要公正

政府行政有很多要求。提供公正、公正行政是貫徹政府各項工作

始終的要求。

公正，就是辦事公道，平等待人，主持公平正義。公正對行政意

味著甚麼呢？

首先，公正是行政的原則。這個原則，至高無上，任何工作都必

須堅持，任何人都必須遵守，沒有例外。

第二，公正是行政的目標。一切行政工作都要追求公正，實現公

正。一個不以公正為目標的公務員，不是人民需要的公務員；一個不

能實現公正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

第三，公正是行政的價值。如同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

樣，公正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當然也是政府行政的首要價值。沒

有公正的行政，是沒有價值的行政；確切地說，沒有公正的行政，不

如沒有行政；沒有公正的行政，是亂行政。

第四，公正是行政的使命。行政的神聖職責和天然任務，就是提

供公正，讓社會和百姓享受公正。

總之，公正是行政的生命；雖然我們不能說，公正就是行政，因

為提供公正的還有立法和司法，還有仲裁、輿論等等，但在某種意義

上，我們完全可以說，行政就是公正。沒有公正，行政還有甚麼意

義？沒有公正，還要行政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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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正是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的三者統一。實體公

正是從行政的目標和結果上說的，程序公正是從行政的過程、手段和

保障上說的。如果說實體公正是一種結果價值，那麼程序公正就是一

種過程價值。行政公正既要重結果，也要重過程；在很多情况下，程

序不公正，就很難保證實體公正。

此外，在行政過程中，公務員還要十分重視形象公正，即言行要

合乎公務員身份。言行失當，就會使人們對行政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和

不信任，從而妨礙行政公正的實現。

那麼，我們究竟應在哪些方面實現行政公正呢？在我看來，當

前，重點要放在這樣三個方面：

第一，當分配和使用公共資源時，行政要提供公正。例如土地出

讓、政府項目、優質教育、基本醫療、養老服務、公共文化服務、國

企就業等等，行政應當為所有需求者提供平等競爭機會。

第二，當政府與群眾、群眾與群眾發生利益衝突時，行政要主持

公正，提供合理的解决辦法，使衝突各方化解矛盾，各得其所。特別

是政府和群眾的利益衝突，例如徵地拆遷問題上的利益衝突，行政更

要主持公正，不能以強凌弱，不能蠻不講理，不能動輒付諸武力。

第三，當弱勢群體利益受到侵害而陷入無助時，行政要伸張公

正。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嚴懲人販子；解救黑磚窑中的智障者，嚴

懲黑窑主，就屬於這一類。對弱勢群體的基本生計，政府要特殊關照。

要做到行政公正，政府官員就要不偏不倚、不徇私情、不謀私

利、不帶歧視。

第五句話：言行要一致

言行要一致，指的是說的和做的要一樣。

一是說到就要做到，這叫“說話算數”。比如，宣佈的就要執

行，承諾的就要兌現，佈置的就要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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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言談和做派要吻合，這叫“表裏如一”。例如言談給人感覺

是“君子”，實際行動就不能是“小人”。

三是要別人做的自己也要做到，這叫“正人正己”。比如，要求

社會遵紀守法，自己首先要遵紀守法；教育部下要說實話、辦實事、

講實效，自己首先要這樣做。

總之，言行一致就是說話算數、表裏如一、正人正己。

言行一致對領導幹部極其重要：

第一，言行一致才能取信於民。只宣佈不執行，只承諾不兌現，

教育別人做自己卻不做，說話不算數，就是不講誠信，就無法取信於

民；言行不一，對誠信的殺傷力是毀滅性的。

第二，言行一致才能造福於民。嘴上喊發展，行動上要見招；嘴

上講增加農民收入，行動上要有措施；嘴上說解决群眾看病難看病

貴，行動上要一步一步推進，只有這樣，地方實力才能增強，民生才

能改善，為民造福才是一句實話。

第三，言行一致才能植根於民。群眾擁護說話算數的，百姓喜歡

表裏如一的，人民期盼一切領導幹部正人先正己。一句話，言行一致

才能有群眾基礎，言行不一，是影響幹群關係的重要原因，也是破壞

社會風氣的罪魁禍首。

言行一致，是領導幹部的政治品質。一個領導幹部，水平有高

低，能力有大小，但言行一致則是共同要求，不可有差等。無論是哪

級幹部，無論是甚麼教育背景，都不應當說一套、做一套，臺上一

套、台下一套，對上一套、對下一套，對人一套、對己一套，言行脫

節，甚至言行相悖。

希望大家永遠言行一致。形式主義是最常見言行不一致。

第六句話：要自重和自警

自重就是自己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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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甚麼呢？重言、重行，甚至要重形、重名。

比如，說話不能口無遮攔，在不應該的場合，不合適的時間，不

應該說一些不該說的話時。這就是重言。

比如，行為不檢點，做了不該做的事，去了不該去的場所，做了

不該做的動作，特別是一位女士，動作輕浮，有失體統，一句提醒

“請自重”，足以使她面紅耳赤。這就是重行。

重形，就是重外表，比如穿著打扮要合乎身份和場合。不合身份

和場合的穿著打扮，讓人不習慣，甚至不舒服；嚴重不合身份和場合

的穿著打扮，使人反感，甚至厭惡。這就可稱之為“不自重”。

重名，是指重名聲之名、重聲譽之名。名利之名，不光不能重，

而且要淡泊，重了，容易偏向；重了，容易出事。每個人都要愛惜自

己的聲譽，重視自己的名聲。輕易玷污自己聲譽，敗壞自己的名聲，

就是“不自重”。

一個人自重不自重，衡量標準一是合規不合規，二是得體不得

體。自重之人，一是言行合規，二是言行得體。合規，是指合乎規

範，比如角色規範、道德規範、組織規範、法律規範等。得體，是指

恰到好處，恰如其分，與自己的角色、身份，與所處的場合十分吻合

或協調。總起來說，自重，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言行舉止控制在合規得

體的範圍內。

比起一般社會成員，領導幹部還有一些特有的自重。比如，出入娛

樂場所，對一般社會成員來說算不了甚麼，領導幹部就要自重。兒女結

婚大擺筵席，對一般社會成員來說算不了甚麼，領導幹部就要自重。

領導幹部不僅要自重，還要自警。自警，就是自己警示自己，就

是自我警惕，自我警醒，自我戒備，自我告誡，自敲警鐘。

為甚麼領導幹部尤其要自警？因為領導幹部握有大權，掌管資

源，於是成了誘惑的目標、攻擊的靶子、監督的對象。領導幹部在我

國已經成為風險最高的職業。嚴峻的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

們：領導幹部還要自警。越是權重位高的領導幹部，越是要時時自我

告誡，事事自敲警鐘。



367

如果以為當了領導幹部就可以高枕無憂，就可以心安理得，那就

意味著為誘惑敞開了大門，對攻擊放棄了防禦；如果以為當了領導幹

部就可以隨心所欲，就可以為所欲為，那就意味著積極創造風險，主

動擁抱風險。

如何自警呢？辦法很多。比如用英雄楷模激勵自己，用反面典型

告誡自己；比如，牢牢把握“為人不做虧心事”，“手莫伸，伸手必

被捉”這些為人做官的底綫。賀國強同志提出要慎獨、慎微、慎情、

慎友，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我也曾提出過四句話供領導幹部自警參

考：當官不想發財，為民不遺餘力，辦事不圖回報，工作不帶私心。

帶有根本性質的自警，是在思想上築牢三道防綫，這就是道德防

綫、紀律防綫和法律防綫。

道德防綫是指個人良好的道德品質而形成的自制能力。固若金湯

的道德防綫，可以使腐敗的動機和行為無從發生。道德的特點是自

律，領導幹部一旦形成了道德理想和道德良心，就會嚴格要求自己，

遠離腐敗和犯罪。然而，道德的自警作用又是有限度的。單純的道

德，還難以築起強有力的自警防綫，還必須運用好紀律和法律。

紀律防綫是指個人忠誠於自己所在的組織、堅守組織制定的行為

規範而形成的自制能力。一個突破道德防綫的領導幹部，很可能在鐵

的紀律防綫面前清醒過來。比起道德來，紀律約束具有一定的強制

性，因而具有道德所不可替代的自警作用。道德立足於“應當”，紀

律要求的是“必須”—— 紀律是必須遵守的東西。

法律防綫是指個人懷著對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覺遵守法律而形成的

自制能力。法律訴諸國家有組織的暴力，是一種外在的強制。法律對

於腐敗的嚴厲懲治而使人們心理上產生懼怕，從而不敢腐敗，在內心

形成了強大的自制能力；於是，他律變成了自律，外在的強制變成了

內在的自覺，法律防綫就建立了。

腐敗的發生，是由於領導幹部個人的道德防綫首先崩潰，接著紀

律防綫坍塌，最後是法律防綫瓦解。築牢了這三道防綫，違紀違法的

事，就會自動消解在念頭狀態，甚至連念頭也難以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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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防腐防變的形勢仍然嚴峻，我們黨加大了對腐敗的懲處力

度，同時也加大了對領導幹部的監督力度。外部監督不可少，但自我

警戒更關鍵。領導幹部的政治道德修養是要達到這樣的目標：無論外

部監督存在與否，我們始終如一：“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

僕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利，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這就要加強學習。

第七句話：要慎獨和慎微

古人和今人都提倡“慎獨”。

一般說來，當處在有人監督的情况下，絕大多數人都能注意自己

的行為，不做違背道德的事情，問題就出在無人注意時。如果一個

人，在沒有眼睛盯著的情况下也能謹慎不苟，不做違背道德之事，這

就是慎獨。慎獨，就是謹慎獨處。

為甚麼獨處需要謹慎呢？因為獨處沒人注意，人一旦不被注意，

容易放鬆自己，容易產生不道德的念頭，容易產生僥幸心理，做出不

道德的行為。因此，此刻特別需要謹慎。

甚麼是獨呢？獨通常是指一種特殊的空間環境，例如，一個人在

樹林裏是獨，在商場裏也可能是獨；在家是獨，在辦公室裏也可能是

獨；八小時之外是獨，上班時也可能是獨。

獨，還是一個數字概念，即指一個人。在一種特殊的空間環境

裏，除了自己，沒有別人。但獨的數字內涵也具有不確定性，有時也

包括一個人以上，甚至一群人，例如一個團夥，他們幹壞事時把團夥

裏的所有人看成是一個人，以為除了自己，沒有別人知道。

除了以上內涵，獨，在我看來，今天還應當包括一種特殊的權力

地位。這種權力地位，可以使自己自主决定、自由裁量，而無需同別

人商量，或無需讓別人知道，或無需報告行為結果，一把手往往可以

獲得這種權力地位。人一旦處在特殊的權力地位時，容易隨心所欲，

容易自我膨脹，容易產生不正確的做法，例如，一言堂、專斷獨行、

專橫跋扈。因此，此時特別需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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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別提醒，所謂獨處，其實，只是一種自我感覺。很多時

候，獨者不獨。古話說“隔牆有耳”，“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現代監控技術，如竊聽、監看、偷拍技術，把人的私密空間擠壓

得越來越小，使獨處更加不獨了。很多時候，儘管我們看似在獨處，

但我們一定要把自己設想成處在監控的眼皮下，從而做到慎獨。

慎獨，首先要作為一種自我道德修養方法來使用。要想成為一個

有德行的人，慎獨吧！在沒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能獨善其身，道德

修煉就到家了。

慎獨，要作為一個道德原則來遵循。這個原則有兩方面要求，一

方面是防止和約束性的，要求我們不要讓不道德的東西萌生和出現，

一方面是遵從和堅守性的，要求我們信守道德規範，堅持道德本性。

也就是說，慎獨，具有自警和自勵的雙重要求。

慎獨，還要作為一個道德目標去追求。這是道德修養所要達到的

一種境界。獲得這種境界，就能自覺做到獨處時和眾人前一個樣，有

要求和沒要求時一個樣，有監督和沒監督時一個樣，在任何時候都能

嚴於律己，潔身自好！

無論作為道德修養方法，還是作為道德原則要求和道德目標境

界，慎獨都是一個領導幹部立身、為政、用權的基礎性道德功課。這

門功課合格了，道德防綫建立起來了，紀律防綫和法律防綫也就牢牢

建立了，因為，遵守道德，就絕無可能違紀，更不可能犯法。反之，

如果這門功課不合格，那就應了一句老話：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結

果不堪設想；一切腐敗官員都是從不能慎重開始的；前車之鑒，要牢

牢記取。

公務員不僅要慎獨，還要慎微。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聽大人和大孩子們說：“小洞不補，大洞

吃苦。”意思是說，衣服、鞋子、襪子一旦出現小洞，如果不及時修

補好，很快就會變成大洞。這句俗語提醒人們：要重視小洞；小洞要

及時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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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間聽傳達文件，我學到一句話叫“千里之堤，

潰於蟻穴”，我聽後感到十分親切，它與“小洞不補，大洞吃苦”，

可算是異曲同工，雖然要更加深刻。我心想，基層百姓和高層政治家

從各自生活經歷中悟出了一樣的道理。

後來，書讀多了，此類名言警句也越看越多。比如：“道自微而

生，禍自微而成”、“毋以惡小而為之，毋以善小而不為”、“不慮

於微，始成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等等。

所有這些說法，均意在提醒人們兩個字：“慎微”。慎微，是我

國自古以來就一直提倡的道德修養要求和道德修養方法。既被很多家

庭列入家訓，用以教兒育女，也成為官員道德修養信條，要求官員從

“慎微”開始，嚴於律己。

慎微是說，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小節、小處，要謹慎，要慎

重，要高度重視，要妥帖處置，否則，小事會釀成大麻煩，小節會變

成大問題，小過會化為大錯誤，後果十分嚴重。

這是古人總結無數人生經歷而得出的至理，也是被今人一再驗證

了的天則。

慎微本身所固有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性，使它很快被引申用於處理

人際關係和日常事務的原則。它提醒人們：不拘小節，可能影響大

局；不把問題處理在苗頭，可能釀成大亂。例如，我們不止一次地聽

說，外商來洽談旅游合作，因當地合作夥伴以野生動物招待而興趣全

無，外國同行來考察藥品生產項目，由於當地陪同官員往地上吐了一

口痰而打道回府；一位官員隨口一句話引來媒體圍攻……這些事實告

訴我們，無論是待人接物還是做工作，都不要忽視不起眼的小事或細

節。小事可以壞大事，細節可能毀全盤。

慎微還被人們擴展為，行善積德、為民造福，不要小看小事。“道

自微而生”，小事連民心。行善積德，要從小事做起，靠點滴積累。

為民造福，要從百姓關切的民生小事做起，要從吃水、行路、上學、

看病、食品安全等方面，一件一件抓起。所謂“毋以善小而不為”

（諸葛亮），“天下大事，必做於細”（老子），“不積跬步，無以

成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荀子），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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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慎微的這些引申和擴展，是合理的，也是有意義的，希望能得

到各位領導幹部的重視，最好能夠舉一反三，作出更多的引申和擴

展，既要抓大事，也要重小事，既要謀大局，也要慮細節。但我今天

更想強調慎微作為道德修養的價值和意義。

領導幹部是公眾人物，是領導人物。不慎微，例如不拘小節、胡

吃海喝等，影響自身形象，進而影響領導幹部形象，甚至還會影響黨

和政府形象。同時，對社會公眾不僅起不到表率作用，甚至還可能起

負面導向作用。

領導幹部是實權人物，手中掌握資源，握有大權。要想謀私，比

較便利；不慎微，就有可能從謀小私、貪小利開始，變成謀大私、貪

大利。實權人物更是糖衣炮彈狂轟濫炸的靶子；不慎微，很有可能被

糖衣炮彈輕而易舉地命中目標，成為犧牲品。

為甚麼不慎微就會釀成大禍呢？量變引起質變，這是一種常見的

解釋，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不拘小節，偶爾為之，猶如過眼烟雲，

不會被人計較。重複次數多了，涉及方面多了，量變引起質變，就會讓

人小看，令人反感，自毀形象。小處不講道德，貪圖蠅頭小利，也同樣

遵循“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一步步、一件件地積累著嚴重後果。

每遇朋友戒烟，我都提醒，無論戒了多久，哪怕已戒十年，一支

也不要抽。抽了一支，就有可能死灰復燃。並不是這支烟有甚麼魔

力，它不過是一支普通的香烟，不會有甚麼特殊的成分，讓戒烟者一

吸就失控。要害在於，對於戒烟者來說，此時他抽的不是一支香烟，

而是破了一道防綫；防綫一有缺口，就會半設防、不設防地抽第二

支、第三支 . . . . . .最終使十年戒烟艱辛付之東流，使十年戒烟成果功虧

一簣。

不慎微就會釀成大問題，最深層的道理就在於此。對領導幹部來

說，多年嚴於律己，有口皆碑，要想永葆純潔，就要時時慎微。腐

敗，有可能從收一個“紅包”開始，因為，一收“紅包”，就破了防

綫。一些領導幹部最後淪落為貪官，就是從這個“第一次”開始的。

慎微，就是要永遠嚴防這可怕的“第一次”。

我們一定要記住慎微，堅持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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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句話：讓學習成為習慣

學習不是語言，而是一種行為。重視學習，就要見諸行為；沒有

學習行為，就談不上重視學習。

學習不是一時一事，而要持續不斷。學一陣，丟一陣，雖說比一

點不學要好，但不是我們黨所要求的學習；學習要持之以恒。

領導幹部要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學習的要求，第一要見諸行

為，第二要持之以恒。持之以恒的行為就是習慣；領導幹部要努力讓

學習成為習慣。

習慣是養成的。一個人無論做甚麼，都可以成為習慣。例如，做

事馬虎了事，久而久之，就會養成得過且過的習慣；朋友見面，陪著

抽支烟，久而久之，就會養成抽烟的習慣；遇有不順心的事放不下，

久而久之，就會養成煩惱的習慣；今天不想學習，明天不想學習，久

而久之，就會養成不學習的習慣。那麼，養成學習的習慣呢？

要養成學習的習慣，就是要從今天開始：下班回家途中，在汽

車、地鐵、動車裏翻翻書；明天早飯前還有10分鐘，讀幾頁書；上

班坐車在路上，聽聽廣播，翻翻報紙，背背唐詩宋詞；會前還有點時

間，把學習思考的心得體會記下來；午休之前，斜靠在床頭，再讀幾

頁書；晚上在家裏，學習……今天這樣做，明天這樣做，久而久之，

見縫插針看書學習的習慣就養成了。如果在沒有公務活動的周末和

節假日、在出差出訪途中，也看書學習，堅持一段時間，也就成了習

慣，正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總以某種固定方式行事，人

便能養成習慣。

一些平時不注重學習的同志，原諒自己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工

作忙，應酬多，沒有時間學習。真的沒有時間嗎？其實不是。

我曾經連續多年體育鍛煉不正常，總感到沒時間。一位老領導批

評說：“你們老說擠時間鍛煉，這個觀念是不對的；時間不是擠出來

的，而是安排出來的！”這使我猛然醒悟，於是，我把下午下班後的第

三個時間段安排為游泳，獲得極大成功，使我連續多年每天堅持游泳不

斷，每周至少五次，體質明顯改善。前面我說的早飯前、上班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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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家裏、周末和節假日擠點時間看書學習，實際上就是希望做到

安排時間看書學習。安排要堅持，堅持成習慣，習慣成自然，於是，

學習就成了一種生活內容，成了一種工作狀態，成了一種生命方式。

當然，話又說回來，不管我們怎麼安排，一天的時間總是有限

的。要養成學習的習慣，並使學習習慣多一點時間保證，就要克服一

些習慣，比如，喝茶喝酒閑聊的習慣、電話“煲粥”的習慣、玩撲克

“摜蛋”“拖拉機”的習慣、呆坐發楞的習慣、看電視連續劇的習

慣、上網衝浪獵奇的習慣，等等。我不是說這些習慣不好，而是說這

些習慣容易佔用太多的時間，使得一些我們無法形成學習的習慣。世

界上可讓我們愛好的東西太多，許多愛好又不需要刻意培養便可形成

習慣，這些習慣讓我們產生的樂趣更是誘人，堅持這些習慣幾乎不需

要多大的毅力。這就需要我們取捨，甚至需要忍痛割愛，以便給學習

的習慣騰“地盤”。

捨棄一些習慣而給學習習慣讓路的關鍵，取决於我們對學習的認

識。人們常說，興趣愛好是持久行為的內生動力，學習也需要興趣愛

好的支撑，但對學習的興趣愛好往往產生於學習成為習慣之後；在很

多人那裏，學習是在壓力下產生的行為，是“被迫”情境下的“自

覺”。學習，尤其是學習理論，更多的是枯燥而不是樂趣。

因此，對領導幹部來說，養成學習習慣不能依賴於興趣愛好，不

能因為我們對學習不感興趣而不思學習；不愛學習、不愛看書，也要

逼迫自己看書學習，因為在領導幹部這裏，學習是一種責任。不學

習，觀念就會陳舊，視野就會狹窄，知識就會老化，素質就會退化；

不學習，就會加劇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

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學習，是領導幹部的“規定動作”，而不是

“自選動作”；是一種政治責任，而不是一種興趣愛好。一個人，可

以不當領導幹部，而一個領導幹部卻不可以不學習。

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從政治的高度，努力讓學習成為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