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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历代先贤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
那些名言虽然简短质朴，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这些名言警句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历史文化精华的积淀，对后人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和警戒作用。
其中关于为政的名言名句，到今天也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们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为政者从中汲取其精华，就可以丰富、提高自己从政道德的内涵和境界。
　　《论语》&ldquo;子路篇&rdquo;有句话说：&ldquo;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rdquo;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端正了自身，那从事政治又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去端正教育别人呢？
《论语》的这句话在现代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政生涯中意义深远，应该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
廉政的标杆、座右铭。
　　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牢
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对他
们索、拿、卡、要的。
对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而言：权力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作为人民的公仆，若不能为民解忧，又何以言公仆。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
为民所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
一个人，如果丧失最基本的信念，道德堕落，就容易产生腐败的思想。
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五花八门的诱惑，纷至沓来。
我们各级干部身处各种矛盾关系的中心，各种人情世故的交汇处，各种贿赂犯罪的指向点，古人
云&ldquo;贿随权集&rdquo;，稍有放松、懈怠，就可能权为私用，滑向腐败的深渊。
所以，我们全体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持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用理性控制私欲，才能自觉抵制各种腐
朽思想的侵蚀，真正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总之，为政者只有具备从政的良好素质，才能够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为政者的个人素质修养非常重要。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
领导干部端正自身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
历史上那些名言警句，语言精炼，含意深刻，自古以来就有启迪、诫勉、警示、教诲和点拨人的巨大
作用。
从政者应当时刻吸取古人的从政道德精华，坚定理想信念以立德，用科学的眼光认识社会，用健康的
态度对待人生，用正确的准则规范行为；牢记根本宗旨以守德，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以德从政
的核心；加强理论修养以明德，自觉地把学习修养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不断提高道德水平，把本职工
作干好，留下好名声。
　　本书将为政之要分为十个方面，搜集了古往今来从名家先哲到平凡大众的至理名言、从政体会和
人生感悟，并列举了相应的历史故事，使读者从中获得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总结。
相信这些独具特色、富于启迪的从政名言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清白为官、坦荡做人有着良好的启示
作用；能够使之情操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终生享用不尽；切实提高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从政能
力，掌握从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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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
那些名言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为政者从中汲取精华，就可以丰富、提高自己从政道德的内涵和境界。
《从政箴言》由王贵水编著，所选取的都是最精华的名言警句，富含东方哲学智慧，适合作为领导干
部讲话素材。

　　《从政箴言》的选材是从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况出发，精选最适合领导干部生活、工作所需的
名言警句，插入古今中外富启迪的经典案例故事，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融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
于一体，是党政领导干部提高自身修养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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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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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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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07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8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09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第八章
　齐家
　01　谦恭待人
　02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
　03　妻贤夫祸少
　04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05　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
　06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07　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
　08　国兴则家昌，国破则家亡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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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mdash;&mdash;《论语&middot;颜渊》　　【释义】：政，就是正。
你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
　　《论语》里的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它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为政者本人要正，对自己
要有严格的要求，做到清正廉明；第二层意思是为政者执法要严，对上对下刚正不阿。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ldquo;政&rdquo;这个名称的解释。
政就是&ldquo;正&rdquo;，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
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
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ldquo;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rdquo;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
　　什么叫正？
什么叫邪？
这就牵涉到人生的道德行为观念，以及社会的、历史的道德观念等等，都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改
变了观念的标准。
以前的社会形态并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形态，过去历史的标准，并不一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现在。
所以怎样才算是正或邪，也是对某一时间、某一地区而言。
但无论如何，政治的原则，就是&ldquo;正己而正人&rdquo;，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方可正人。
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
 三国时的曹操曾被人称为&ldquo;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rdquo;，古今向来褒贬不一。
不过他在治国治军方面确实深得将士尊重，因为他深谙管理之道，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
　　有一年正值麦收时节，曹操要率领大军出去打仗，沿途的百姓因害怕都躲到村外，没有人敢回家
收割小麦。
曹操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派人挨家挨户告诉百姓和各级官吏，他是奉旨出兵讨伐逆贼为民除害的，
现在正是麦收时节，士兵如有践踏麦田的立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百姓都心存疑虑，躲在暗处观察曹操军队的行动。
只见曹操的军队在经过麦田时，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秆走过麦地，没一个敢践踏麦子。
百姓看见了，无不暗暗称颂。
可是当曹操骑马经过麦田之时，忽然田野里飞起一只鸟，他的坐骑受惊，一下子蹿入麦地，踏坏了一
片麦田。
曹操立即唤来随行执法官员，要求治自己践踏麦田之罪。
执法官员说：&ldquo;您是丞相，怎么可以治罪呢？
&rdquo;曹操回答说：&ldquo;如果我自己都不遵守我定下的法令，那么还会有谁心甘情愿地遵守呢？
&rdquo;于是他随即抽出腰间的佩剑要自刎，众人连忙拦阻。
　　这时谋士郭嘉走上前说：&ldquo;《春秋》上说，法不加于尊。
丞相统领大军，重任在身，怎么能自杀呢？
&rdquo;曹操沉思了好久才说：&ldquo;既然《春秋》上有&lsquo;法不加于尊&rsquo;的说法，我又肩负
着天子交付讨伐逆贼的重任，那就暂且免去一死吧。
但是，我不能说话不算话，我犯了错误也应该受罚。
&rdquo;于是，他就用剑割断自己的头发，说：&ldquo;我就割掉头发代替吧。
&rdquo;曹操又派人传令三军上下：丞相践踏麦田，本该斩首示众，因为肩负重任，所以割掉头发替罪
。
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割发也是很重的惩罚。
曹操割发代首，严于律己，实属难能可贵。
可见要正人，先正己，自己以身作则才能约束他人。
　　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秩序混乱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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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规范。
该由生产者、消费者自己决定的事，政府不恰当地进行干预；该由政府扶植、支持并进行服务的事，
又不认真负责地管理。
政者不正，群众意见很大。
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非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而利用行政管理职权弄权、弄钱，有利
可图的事不该他管的抢着管，无利可图的事该他管的他不管，或者不好好管，这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
进一步推进，经济也不可能继续发展。
　　因此，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中在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
，对党风政风民风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客观上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是领导干部摈弃&ldquo;官本位&rdquo;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俗话说：&ldquo;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rdquo;，&ldquo;工作好不好，关键在领导&rdquo;，这
些通俗易懂的话蕴涵着一个朴素而真实的道理：无论干什么工作，做什么活，办什么事，只要领导干
部带头躬身实践、真抓实干，群众就会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跟着你走，跟着你干，就不会有完不成的
任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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