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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人文修养

谈到文化"当然我们并不陌生"自信这是一个习以

为常的话题"然而"如果要我们回答$什么是文化%这个

问题时" 我们却深感给出它的定义是多么的困难"甚

至"我们想完整地描述它也是不容易的& 对此"我国著

名的学者钱钟书先生曾说' 你不问我什么是文化的时

候"我还知道文化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

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然而无论文化问题是如何复杂)

如何$不可言说%"可我们总得有所$言说%&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中文里"$文化%这个词语最

初是分开来使用的"$文%也就是$纹%的通用字"表示铭

刻在器皿上的花纹"意即通过修饰而达于美观(而$化%

有着$变异%)$造化%的意思"当然"这种变动是隐微的)

渐进的&然而"$文%与$化%直到*易+里才开始被联系起

来"随后"孔子在$仁%的学说基础上"又将文化与德性

的培养结合起来"开启了文化倚重道德来解释的先河&

而在西文中$%&'(&)*%,拉丁文为 %&'(&)!#的最初意义与

$耕耘%)$栽培%等有关"后来此词被逐步引申为对心灵

或心智的培育以及品德的教养&由此可见"在词源上中

文里的$文化%与西方语言中的$%&'(&)*%意义大致相

同"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属人特征&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呢-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克罗伯和

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一书中就

明确指出"从 +,-+年到 +./+年的 ,$年间西方学者关

于文化的定义已达 +01种&但如果撇开其差异之处"我

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化定义都能肯定文化的属人特

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把

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从广义上看"文化就是一切人类文

明的总和"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人之为人的过程"在

这个意义上" 庞朴先生说'$我个人倒更倾向于主张一

个非常简单的定义...文化即人化&把人变成人)化成

人就是文化&%

2+3而在狭义上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

科学)哲学)宗教等"在此"文化成为了与政治)经济相

联系的一个概念& 当然"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分析$文

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三种形式"显而易见"狭义上的文化正是

第三种形式&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在文化

的三种形式中" 物质文化比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更容

易变化与更新"特别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物质文化

领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 而制度文化形成于人处理自

己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之中"但它在文化整体中也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制度乃是文化分析的真正单

元%

243

(相比较之下"精神文化的变化相对缓慢"并在一

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可它却处在文化的核心

位置上"因为$精神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文化超越

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

2#3然而"我们必须

看到文化的这三种形式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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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内在交融的#

就文化的功能而言$毋庸存疑$文化最主要的功能

在于对人的塑造$也就是教育的功能# 具体说来$一方

面$文化能为人提供一定的信息$以便人能认知世界%

能理解他人$从而形成一定的知识$然而$我们通常存

在着一个理解的误区&即认为文化就是知识$说一个人

有文化就意味着这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 但文化绝非

仅仅意味着知识$因为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这就

是第二方面$文化对人灵魂的塑造# 黑格尔曾经将'精

神(比作神庙中的'神($在他看来$一座神庙如果没有

神$那么神庙也就不再是神庙了#诚然$人也一样$就人

来说$文化构成了人的精神支柱$离开了文化$人充其

量不过是一副'行尸走肉(罢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

哲学家推崇'仁(%'德($西方哲学家看好'德性(%论及

'灵魂净化(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在我们的传统中$我

们把文化对人之灵魂或者说精神的塑造看得更重要$

以至于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 我们总是提倡 '为人为

学($而且'为人(先于'为学($也就说$一个思想品德低

下%灵魂肮脏的人$即便他有着渊博的知识$也很难说

得上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总之$文化'其意义在鼓励人们发挥人文素养$提

升道德精神$发扬艺术创造$并进而以这些人文的成就

来领导民众%转化世俗$使之成为有文明而尊重人性的

社会(

&%'

# 因此$无论是从'文化(一词的词源考察来看$

还是从文化的构成与功能来看$ 文化最重要的方面在

于对人之精神的塑造$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

说&文化构成了人的精神家园#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政智慧

纵观整个人类文化史$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是世界上惟一能延绵 ("""多年的文化#当然$

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 在这个传承

过程中$ 通过交流与争鸣它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的合理

因素$ 从而最终奠定了这种智慧的博大精深与强大的

生命力#不言而喻$作为一种文明%一种智慧$中国文化

无论在个人修养上还是在执政理念上都有着独特的贡

献#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在中央党校进修班的开学典礼

上说过&'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

别的精神家园# 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是一种以一当

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

书籍$ 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可以提高人文修

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

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

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

&('

那么$ 传统文化到底在哪些方面值得青年领导干

部去学习与践履呢) 我们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我们的青年领导干部去弘扬与学习#

首先是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心系民生的思想#我

们知道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我们的古人就明确提

出重'义(而轻'利(的观点# 孔子就把'利(视为身外的

浮云$作为圣人君子$他把'义(看得更高$他认为'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也主张先义

后利$他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篇,"#当然$后儒董仲舒%朱熹%程颐%程颢等

都继承和发挥了儒家的这一思想$可以说$重义轻利的

思想在其演化过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与此相联系

的是关注民生问题$因为一旦执政者能摆正义利关系$

那么他就能树立一种心系民众的观念# 孟子曾经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显然$

孟子在君王% 社稷与黎明百姓这三者关系上是把百姓

摆在首位$在他看来$执政者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把人

民的疾苦挂在心头$忧民所忧$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反过来$如果执政者不能为人民的生计着想$不考虑广

大百姓的利益$那他就不会得到黎民百姓的支持$最后

也就失去了'民心(# 不消说$这些重义轻利%重视民意

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是自强不息%以德教化的观点#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就有着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美好品质# *易经,里

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这就表明品德高尚的人总是积极向上$从不自暴

自弃$并以大地般宽广的胸怀来接纳一切#而在做人方

面$我们的传统强调对人之德性的培养$*大学,里面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说

作为人$我们要彰显人的德性$以德教化人$因为人生

的目标在于成为圣人#显然$*大学,提出的这些观点并

非只是针对王侯将相的$而是说普通人的$那么$作为

社会中的特殊角色...执政者则更应该注重自己的德

性$因为开明的执政者总是以德来感化自己的子民$正

如* 孟子+离娄上,中所言'以德行仁者王(#如果我们以

此反观现代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在经历现代

文明后深感自身文化的困境$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作

一副拯救西方危机的良药$国外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以

及海外'中国学(的盛行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由此观

之$西方人都在崇尚我们的传统文化$何况我们华夏子

孙呢)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我们的传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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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我们应更好地继承与弘扬这些文化精华"

再次是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理念"就处理人际关

系而言!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究一个$和%!谈到$和%!我

们也许没有忘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文艺表演!那

个以$和%作为主题的节目让人记忆犹新的!它展现了

我们传统文化中$和%的精髓"然而!中国哲学中的$和%

是与$同%有差异的!作为哲学范畴!$和%意味着有差异

的$同%!它不是谢林意义上的$绝对同一%!而是更接近

黑格尔意义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毋庸置疑!$和%一直是

我们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孔子就主张$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论语(

学而)中他还明确地提到$礼之用!和为贵%" 而孟子继

承与发挥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公孙丑下)*! 这就为我们传统文化奠定了

$和%的思想基石" 当然!在今天!当我们的领导干部面

对一系列的矛盾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事故时!这些以

和为贵的思想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人同

自然地关系而言!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 $天人合一%!

这里的$天%除了意指最高主宰和最高原理外!它更包

含着自然之天的意思!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尤其注

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于是!这种起源于先秦时期的

思想经过后世不断地丰富与充实! 逐渐成为了我们的

文化精髓" 在当代中国!为了顺应时代的需要!我们的

各级政府及部门都在积极地融入发展的大潮! 但在发

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本质上说!这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

我们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有关领导! 在当前社会发展中

一定要有一种忧患意识! 不要重蹈西方社会发展的老

路!而是要借前车之鉴!在重视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科学

地引领我们时代发展"

最后是修身克己#重视学习的方法"注重自身修养

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并把$修身%

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从哲学上看!$修身%是一个人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再到审美价值观转化的中介!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彰显人之德性! 提升人之境界的过

程!因而!修身对人之为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学习!在'论语)中就有

许多经典的表述!如$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等等"当然!学习对当代的

领导干部来说! 尤其是对青年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国家历

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 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

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

质言之!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古典智慧!对青

年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伦理观念#工作艺术的提升有

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以人文修养提高执政艺术

就目前的青年领导干部现状而言! 青年干部有着

自身的特点!一方面青年领导干部富有朝气和活力!接

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工作大胆!思想比较解放!许多

青年领导干部知识面比较宽!信息比较灵通!学历层次

较高!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当然!作为青年领导干

部!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年纪较轻!精力充沛!可塑性强!

可以在今后更长的时间里勇挑重担! 因而他们在从事

领导工作时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另一方面!青年干部也

有其不足之处! 一些青年干部党性锻炼# 党性修养不

够!组织纪律观念不强!思想与工作作风不扎实!心态

浮躁!缺乏长期的锻炼!联系群众的经验不足!尤其是

缺乏在复杂环境中应急处理事件的经验!甚至!少数干

部没有理想追求#玩物丧志#热衷应酬" 这些消极方面

严重削弱了我们青年干部的工作能力! 损害了党和政

府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进而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

中的光辉形象"要克服和纠正这些缺点及不足!我们的

青年领导干部就必须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 从而提升

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艺术" 那么!在当前!如何加强

青年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呢, 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加强

以下几个方面的修养"

一是$修德%" $德%的一般意义是指人的道德品行!

修德!就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努力来塑造其内在品质"我

国古代在人格的培养方面讲究$内圣外王%!也就是说!

我们的传统将人自己的修身养性看得非常重要! 并希

望通过德性的教化#理想的追求#情操的熏陶等来实现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而在今天!作为社会

主义事业的参与者# 组织者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有较高

的思想境界!一方面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按照十七

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青

年领导干部才能力争高瞻远瞩+ 另一方面要确立正确

的价值观#服务观!在价值取向上做到以人为本#心系

民生!努力提升自己识别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鉴

别力!自觉抵制腐朽庸俗的文化思想和意识的侵蚀!力

图使自己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领导干部" 唯有这

姚满林等-论文化与青年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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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青年领导干部才能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楷模#从而形

成一股凝聚力和感召力#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二是$修智%& $修智%就是说青年领导干部要通过

学习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拓展自身的视野#从而提升

精神境界'提高领导水平&从青年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

看# 虽说当代青年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较以前有普遍

的提高# 且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还拥有较深的专业知

识# 但在现实中一些青年领导干部并不能发挥自己的

特长# 因为其从事的工作岗位与他拥有的专业知识不

是非常对口&此外#随着现代知识的更新与干部岗位的

调整# 这种形势就要求青年领导干部要不断调整自己

的知识结构#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除了加强专

业知识的学习外#青年领导干部还得学习经济'法律'

科技'文化'管理'国际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的知识&从世

情'国情和党情看#$时变则事变#事变则备异%#当今世

界的发展趋势' 国内的发展诉求和党内的现实情况对

青年领导干部的知识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更

迫切了#为此#中央在党内提倡崇尚学习的风气#明确

地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

略任务提出来了#这更加体现了$修智%的重要性& 总

之#青年领导干部应该不断地进行学习#并努力付诸实

践#使自己的领导管理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三是$修美%& 这主要是指青年领导干部必须注意

自己的言谈'举止'仪表与风度等方面&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青年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很不注意这方

面的修养#在工作中#言语谈吐不是很文明#更难说得上

高雅#甚至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行为粗暴'方式欠佳&

前不久河南出现的$短息门%事件就充分表明了目前我

们一些干部的修养问题#无独有偶#网上曾炒作这样的

一则新闻( 江西宜春市旅游局网站上有着一条内容为

$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宣传语& 当然#这些事件的发

生都折射出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审美修养有待提高&

实际上#一位成功的领导#其言谈举止都是很高雅的#比

如说(他或她的动人报告会增强凝聚力#其得体的衣着

服饰'文明的行为举止将会增强其亲和力#从而提高其

工作效率和执政艺术#甚至可以说#领导干部注重$修

美%并成功地运用到工作中去#将会大大增强其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修体%& $修体%也就是指青年领导干部要加

强心理调适和体质锻炼&最近有学者对中青年干部做了

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大多数中青年干部的心

理是健康的#但因工作'生活'人际等多方面的压力而造

成的心理冲突' 心理失衡和精神压抑占很大的比例#而

少数青年领导干部由于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差#又不积

极地给自己减压#最终走上了轻生的道路& 因此#青年领

导干部应该注重自身的心理调适#$学会辩证法#遇事要

想得开#会舒展心绪#消除苦闷#使紧张的心绪在欢乐中

得到放松#使心理学'社会学的平衡美在我们现实生活

中体现& %

&'(此外#体质锻炼对青年领导干部来说也非常

重要#因为只有拥有了健康的体格#才能更好地投入到

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总之#立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当代世界视野来

不断加强青年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毋庸置疑#对于提

高青年领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执政艺术来说都具有深

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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