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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以《说苑·反质》为聚焦点

潘善斌，姜新平
（贵州民族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刘向在《说苑》一书中阐述了“质”与“文”的关系，包括以质为本以文为调节、先质而后文、抑制文而推崇质、
文质互相配合不可偏废等。“反质”意味着回归事物的本质，力戒奢侈淫靡，做到质朴节俭。“反质”思想是古代政治伦

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儒家所倡导的“文质彬彬”治国理念一脉相承。“反质”思想中包含的民本思想、禁欲戒奢、以身作

则、敢于进谏、尊贤礼士、重在实践等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当今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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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历
史学家，官至中垒校尉，史称“刘中垒”，因敢于直

谏两次入狱，仕途坎坷。刘向一生博览群书，为我

国文献整理、文化传承做出杰出贡献，留下《新

序》①《说苑》②等经典著作。《说苑》以儒家政治

思想和伦理思想为主，兼采道家、墨家无为而治、

节俭克己思想。从性质而言，《说苑》是一部“谏

书”③，是供古代帝王阅览的政治历史故事书，目

的在于劝诫统治者吸取历代兴衰更替的经验教

训，实行仁政，力戒奢侈，达到整治朝政、匡救时

弊、长治久安的目的。从内容来看，《说苑》主要

记载古代君王、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内容主要来自

先秦，部分取自两汉。《说苑》全书分为二十卷，

各卷由若干历史故事组成，总计７２３则。《反质》
是《说苑》的最后一卷，包括 ２６则故事。《反质》
是刘向著述思想的集中展示，其中所包含的政治

伦理思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　“反质”与古代治国理念
儒家思想中，“质”与“文”相对。“文”，指事

物的外表、形式，引申为奢侈、浮华。《论语·雍

也》中有具体的论述，“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

史”，内在的质朴胜过外在的文采，如此未免粗

野，反之则难免浮华，理想的状态是“彬彬”，文与

质互相融合、配合得当，这才是君子的标准。刘向

在《说苑》中秉持儒家思想，书中包含了《修文》

《反质》两卷。《修文》卷主要收录夏商周和战国

时期有关重视礼仪、音乐的轶事和制度，强调“修

文”的重要作用，旨在告诫统治者重视修治典章

制度，提倡礼乐教化。“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

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为防止因“修文”过度而

流于形式、奢靡，刘向在《修文》卷后增加《反质》

卷，以期调和二者的关系。“反质”，即回归事物

的本质，保持事物质朴的本性。要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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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防止过分注重事物的外表、形式，具体到为人

处世、治理国家，就是要防止讲究表面排场，力戒

奢侈、淫靡，做到质朴、节俭。

刘向认为，“质”与“文”的关系包括以下方

面：第一，文质相互配合，不可偏废。刘向以《诗

经》“君子一仪”为例，君子即使有外在的仪表文

饰，也一定不能离开内在的本质。“夫诚者，一

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不离内质矣。”①

第二，以质为本，以文为调节。刘向以《易经》

“贲”卦为例，真正美好的东西无须雕饰，“丹漆不

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

饰也。”第三，重视质而不重视文。刘向以祭祀为

例，相信鬼神的人会失算，相信占卜的人会错过时

机；相反，恪守法令、推崇功劳，不用占卜也会吉祥，

所以，应当重视质而不重视文，“圣人见人之文，必

考其质”，“重礼而不贵物，敬实而不敬华。”第四，

抑制文而推崇质。刘向以舜帝历山耕田、雷泽打

鱼、东夷制陶事迹为例，舜之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

抑制奢华而推崇质朴，如此天下得以返璞归真，“圣

人抑其文而抗其质，则天下反矣。”第五，先质而后

文。刘向通过“隋侯之珠”和“一钟粟”的比较，说

明看重无用的东西、喜爱淫巧的东西不是圣人应当

做的；做事考虑长久、注重本质才是圣人所追求的。

“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为可长，行可

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②

刘向借助典籍、轶事阐述“质”与“文”的关

系，指出二者应当相互融合、配合恰当，即做到

“文质彬彬”。与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不同，儒家

是“出世”之学，倡导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参

与社会实践达到影响和改造社会的目的，即《大

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认

为，君子的标准是“文质彬彬”，做到“文”与“质”

相互融合，不偏不倚，这既是对君子个人品性的要

求，更是对儒家治国理念的表达。“文质彬彬”作

为治国之道的体现，是孔子对子产“宽猛相济”思

想的推崇③。《左传》记载，仲尼曰：“善哉！政宽

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

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引用

《诗经》的话加以佐证：“不竞不?，不刚不柔。布

政优优，百禄是遒。”

刘向在《说苑·反质》中列举了两个故事④，

以此说明“反质”与治国之道的关系：

其一：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

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

其前，命曰桥。终日灌韭百区，不倦。”五丈夫曰：

“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我非不

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

已。”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自病。弟子

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请为君杀之。”邓析

曰：“释之。是所谓真人者也，可令守国。”

其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

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

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也。”文子曰：“然乎？吾观

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

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

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沉于文章，不能自反，

何以守国？”仲孙它惭而退。

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守国”的例子。“守

国”，即掌管国政、治理国家。《管子·牧民》记

载：“守国之度，在饰四维。”⑤哪些人可以“守

国”，或者如何治理国家呢？刘向给出了答案。

在第一个故事中，通过五丈夫和邓析⑥的对话，阐

明“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的道理。邓析见

五个男子背着瓦罐下井取水浇灌菜地，一天只能

浇一块地，便教给他们说，可以制作一种名曰

“桥”的工具，一天能浇地百畦，而且人不疲劳。

没想到五丈夫直接拒绝了邓析的建议，理由是有

机巧的心思，必定会有机诈的心机，不是不懂得这

样做，而是不想做。五丈夫的话出自《庄子·天

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治理国家也是

这样，如果每个人都追求富足快乐，甚至为达目的

费尽心机、尔虞我诈，人和人之间就会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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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变得冷漠，国家也难以治理好，因此宁可以拙

胜巧，保持本性的纯朴与善良。

在第二个故事中，通过季文子与仲孙它的对

话，阐述“君子以德华国”的道理。季文子身为国

相，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仲孙它对此感到不

理解，认为季文子这样做是吝啬，国家跟着不光

彩。季文子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一方面，看到居民

的父母都穿粗衣吃野菜，自己不敢那样做；另一方

面，使国家光彩的是君子的德行，而不是妾和马。

所谓德，是我能获得他人也能获得的东西，所以能

够推行。如果放纵自己奢侈享受，沉迷于文饰章

服，不能反躬自省，凭什么掌管和治理国家呢？刘

向认为，第二个故事中的季文子、第一个故事中的

五丈夫是堪当“守国”大任的人。实际上，两个故

事阐明的道理是一致的，都是要保持人的本性，克

制欲望，禁绝奢侈，即刘向所说的“反质”。刘向

通过这两个故事，把儒家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上升为治国之道，“文质彬彬”不仅是对君

子的要求，更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也是“反

质”的目的所在。

二　“反质”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刘向认为，要做到“反质”就必须反对奢侈浪

费，而且要以身作则，主动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

故《反质》卷中主要记载的是古代帝王、诸侯勤俭

行事、严以律己的故事。《反质》卷集中体现了

《说苑》的“谏书”性质，包含丰富的政治伦理

思想。

（一）民本思想

儒家积极倡导民本思想，如《论语·颜渊》记

载，治理国家依靠充足的食物、强大的军备、人民

的信任，三者当中人民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刘向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

想，在《说苑·建本》“齐桓公问管仲”一则中，刘

向借管仲之口阐述了这一思想：“所谓天者，非谓

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

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①《反

质》中有“鲁筑郎囿”一则，体现了刘向的民本思

想。鲁国修建园囿（游猎用的场地），季平子催促

赶快完工，叔孙昭子对此予以反对，认为园囿可有

可无，不应为了修建园囿而虐待伤害百姓，“安用

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无囿尚可乎，恶闻

嬉戏之游，罢其所治之民乎？”②刘向借这个故事

进一步说明民本的重要性。

（二）禁欲戒奢

《说苑》“谏书”性质集中体现在劝诫统治者

禁欲戒奢，这一主题在书中是最多的。《反质》记

载了“晋平公为驰逐之车”的故事，晋平公制作了

一辆赛马用的车子，装饰华美，“龙旌众色，挂之

以犀象，错之以羽芝”。此车价值千金，立于殿

下，令群臣观赏，唯独田差三次经过而不看一眼。

晋平公大怒，田差回答说：“臣闻说天子者以天

下，说诸侯者以国，说大夫者以官，说士者以事，说

农夫者以食，说妇姑者以织。桀以奢亡，纣以淫

败，是以不敢顾也。”③刘向以桀、纣灭亡的事例，

借田差之口尖锐指出淫奢必然导致亡国的道理。

另一则故事是“秦穆公问由余”。秦穆公问

由余，古代圣明的帝王得到国家和失去国家，是因

为什么呢？这里秦穆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历代以

来统治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由余的回答很明

确：“臣闻之，当以俭得之，以奢失之。”④秦穆公又

问奢侈和节俭的界限，由余以尧舜禹三个帝王生

活越来越奢侈，而不肯臣服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例

子，说明节俭才是正道。刘向对此评价说，秦穆公

是个奢侈的君主，但能听从劝谏，所以能够称霸；

西戎国王沉溺于乐舞，受小利的诱惑，因此而亡

国，是因为背离了质朴的缘故。

（三）以身作则

禁欲戒奢，最主要的是当权者以身作则，带动

百姓实行。儒家特别强调以身作则，如《论语》记

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

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反质》中

有一则著名的故事，鲜明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古

代有“事死如事生”观念，崇尚厚葬，“丧礼者，以

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

亡如存”（《荀子·礼论》）。刘向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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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较早提倡“裸葬”。杨王孙重病，临死前

嘱咐儿子：“吾死欲倮（裸）葬，以反吾真。”杨王孙

的朋友祁侯前去劝说，认为这样做使尸体受辱，无

颜见祖先。杨王孙说，裸葬正是为了矫正世俗之

风，“吾将以矫世也”，接下来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世人竞以相高，靡财殚

币而腐之于地下……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

者也，归者得至而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反其

真冥冥，视之失形，听之无声，乃合道之情。今费

财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谬哉！”①这则

故事是“反质”思想的集中体现，蕴含着朴素的唯

物主义思想。

另一则故事是“赵简子承弊车
!

马”。赵简

子原为晋国大夫，后为赵国君主。赵简子出门坐

的是破车瘦马，穿的是黑羊皮的衣服，家臣看不下

去，说车子新的才安全，马肥壮的车子跑得快，狐

白皮袍温暖轻便。赵简子回答说：“吾非不知也。

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益倨；我以

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也。传曰：周公位尊愈卑，胜

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

也。”②赵简子认为，对君子而言，服饰美好会更加

恭谨；对小人而言，服饰美好会更加傲慢，因此平

时应当保持质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且常怀戒备之

心，以免产生小人心思，这才是长久之道。

（四）敢于进谏，虚心纳谏

《说苑》褒扬敢于进谏和虚心纳谏。《反质》

记载，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大肆奢侈淫靡，三十五年

仍不停止。他修建了气势雄伟的阿房宫，“东西

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

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又大兴劳

役，修建了工程复杂的陵墓，“兴骊山之役，锢三

泉之底”。当时的儒生认为，皇上喜欢用刑杀树

立威严，臣子为保全俸禄不敢说话，再呆下去有性

命之忧，于是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活埋四百六

十余人。侯生被抓后，秦始皇准备车裂他，侯生大

义凛然：“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并

历数秦始皇的过失：“臣闻尧立诽谤之木，欲以知

过。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黔首匮竭，民

力单尽。又急诽谤，严刑刻下，下?上聋，臣等故

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③秦始

皇无言以对，长叹一声，最终释放了侯生。

《反质》有“齐桓公谓管仲”一则。齐桓公问

管仲说，我们国家国小财少，但群臣的衣服车马却

十分奢侈，我想禁止这种风气，可以吗？管仲回答

说，我听说，君主品尝过的东西，臣子们就爱吃；君

主喜欢的服饰，臣子们就爱穿戴，“今君之食也，

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这就是群臣

之所以奢侈的原因。管仲引用《诗经》说，“不躬

不亲，庶民不信”，现在您要禁止这种作风，为什

么不从自身开始呢？值得称赞的是，齐桓公听从

了管仲的建议，“更制练帛之衣，大白之冠朝”，群

臣纷纷效仿，一年之后，齐国节俭之风由此盛行。

（五）重义轻利

《反质》有“经侯往适魏太子”一则。经侯前

往拜访魏太子，左边佩戴着玉饰的宝剑，右边挂着

玉环玉佩，两边的宝玉相互辉映，可是坐了好一

会，魏太子既不看他也不问他。经侯忍不住，问魏

国也有宝物吗？魏太子说有。经侯问，是什么宝

物呢？魏太子答：“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之

宝也。”经侯说我问的不是这些，是宝贝器物。魏

太子答：“徒师沼治魏，而市无豫贾；郄辛治阳，而

道不拾遗；芒卯在朝，而四邻贤士无不相因而见。

此三大夫，乃魏国之大宝。”经侯听了默不作声，

解下宝剑、佩玉，抱愧离去。魏太子派人将宝剑、

佩玉送还经侯，转告他：“此寒不可衣，饥不可食，

无为遗我贼（祸害）。”④敬候闭门不出，竟然羞愧

而死。

（六）重在实践

《反质》最后两则是“子贡问子石”“公明宣学

于曾子”。在“子贡问子石”中，子贡问子石，你不

学诗经吗？子石回答：“吾暇乎？父母求吾孝，兄

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闻言，

放下诗经转而向子石学习。在“公明宣学于曾

子”中，公明宣求学于曾子，但是三年不读书。曾

子为此责备他，公明宣回答：“安敢不学？宣见夫

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

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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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向：《说苑》，王天海等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２４页。
刘向：《说苑》，王天海等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１８页。
刘向：《说苑》，王天海等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０１页。
刘向：《说苑》，王天海等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１１页。



第２７卷 潘善斌，等：刘向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

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

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离开座位道歉说，

我不如你，我只是读书罢了。这两则故事巧妙地说

明，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恭敬简朴、严己恕人等道

德规范，不仅是学习书本知识而已，关键在于实行，

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说苑》这一思想与儒家思想

如出一辙。《论语》记载，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

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

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三　“反质”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刘向经历了武帝鼎

盛、宣帝中兴以及汉王朝由兴盛走向衰颓的过程，

亲眼目睹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腐败，为此深感

忧虑。他编撰《新序》《说苑》等典籍，意图将历史

作为政治兴亡的镜鉴，达到讽谏帝王、激励诸侯、

改良风气，实现王朝兴盛的目的。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刘向政治伦理思

想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

一，几乎在所有文化典籍中都有记载。如《尚

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礼记》：“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文子》：“治国有常，而利

民为本。”《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新序》：“乐民之乐者，人亦

乐其乐；忧人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说苑》也包

含了民本思想，以轶事传闻、人物事迹的形式反映

出这一思想，除直接内容以外，其他如“禁欲戒

奢”“以身作则”“敢于进谏”“尊贤礼士”等同样

体现出对民众的重视。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涵并赋予

其新的含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就是最直接、最大胆地宣称自己的一切理论和奋

斗要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致力于实现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①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

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

经验的深刻总结。”②在二二四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

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

些讲话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的体现。

（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反质》思想的核心是劝诫统治者禁欲戒奢，

不要激化社会矛盾，以期长治久安，这一思想反映

到今天就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马克思认为，无

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制度，以此奠定廉洁政治的制度根基。

在此基础上，通过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建立起名

副其实的“廉价政府”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反

腐倡廉，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延安作风打败

西安作风”④；到建国以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严肃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再到历届党中央

集体反腐败决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保持

高压态势，查处了一大批贪腐分子，保证了党自身

的纯洁性。据统计，从党的十八大以后到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４６４．８
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 ５５３人，处
分厅局级干部２．５万人，县处级干部１８．２万人，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⑤。从法治角度而言，

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保障是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包括制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反腐败工作纳入法治化

轨道，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

全覆盖。

（三）坚守初心和使命

“反质”思想强调回归事物的本质属性，为此

需要加强反省，保持清醒状态，坚守初心和使命。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戴木才：《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完整体系》，《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２０期。
赵子林：《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三个维度及现实启示》，《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出自延安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同志的一场谈话。“延安作风”是指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

际等共产党作风；“西安作风”是指奢侈浮华、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等国民党作风。

《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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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强调回归初心使命，与“反

质”思想有异曲同工之效。毛泽东同志始终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早在革命

战争年代，共产党军队就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人民把军队称为“子弟兵”。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

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②。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４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对党员干部的言行进行严格规范。党的十

九大作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重大决策，集中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强决心。

（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在《反质》“秦穆公问由余”一则中，秦穆公和

由余探讨了如何“得国”和“失国”，这是历代统治

者十分关心的问题。由余回答：“当以俭得之。”

秦穆公听从由余的建议，最终称霸一方，“兼国十

二，开地千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１９４９
年，毛泽东把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称为“进

京赶考”，明确指出“决不当李自成”，告诫全党做

到“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

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

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这是对踏上执政之

路后建设国家、治理国家面临全新挑战的深刻忧

思，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跳出“历

史周期率”的根本要求。众所周知，早在延安时

期，毛泽东就给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一个答案，

黄炎培问毛泽东，历代政权“其兴也勃言，其亡也

忽焉”，共产党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

周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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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窑洞

对”，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做好“赶考”考题的

前瞻思考。“赶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加强党的自我建设

和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做好“考题”的关键。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

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

的生死存亡。”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

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

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⑥“第二个答案”是党在新的历史

时期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延安时期毛主席的

“窑洞对”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找到

“第二个答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

政水平的不断提升。

结语

“反质”是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在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能为当

代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总结历史是为了使

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

大势，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增强锚定既定奋

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加清

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情。”⑦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
次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

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求是》２０１７年第２１期。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３８—１４３９页。
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９页。
习近平：《改革开放３０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学习时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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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集中体现在文化典籍当中，其中《说苑》所包含

的政治伦理思想就是一座富矿，值得深入挖掘，并

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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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１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