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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从身边事看修养

●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指导自己的人生道路，校准价值追
求，激发信仰的力量，立鸿鹄志、做奋
斗者，从而实现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
的升华

谈 心 录

●做人是点滴的功夫、长久的
修养，没有一流的人品做底子，为人
处世就难免摔跤

●选择走“野路子”，走向的是
人生的失败；相反，选择走正路，则
会自制自律、正心正身，在遵纪守
法、崇德向善中让人生行稳致远

影中哲丝

●学用共产党人“真经”，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⑥

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要

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

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

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

界、指导实践。真理的重要使命之一就

是引导人们树立高远的精神追求。共

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其指导下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用以升

华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是人的思想行为所体现

的时代要求和历史高度，体现于人对人

生和世界的态度和外在行为等各个方

面。由于每个人所处社会环境、受教育

程度、理想信仰追求不同，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出现差异，人生境界便有了

层次区别。高层次的人生境界会指引

人成就高尚的人生，而低层次的人生境

界则会使人囿于狭隘的自我世界庸庸

碌碌。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将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作为自己的人生

理想。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

业作文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

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

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

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

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

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

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

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

洒下热泪。”这既是马克思完善自身的

价值追求，也包含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

抱负。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

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矢志不渝地

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最

终成就了伟大的人生。马克思的崇高

人生境界，如山在野，高山仰止，如坝挡

水，波澜不惊。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为绝大多数人

谋幸福的学问。习主席指出，“马克思

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

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

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把人

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作为最高价

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为每一名共产

党人升华人生境界提供了基本遵循。

党员干部要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因为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

义是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与最广大人

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我们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理论之

源。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认识自

己在社会发展中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

感悟马克思胸怀远大理想、为人类解放

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使我们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熏陶，自觉排除私心杂念，用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指导自己

的人生道路，校准价值追求，激发信仰

的力量，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从而实现

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

用马克思主义升华人生境界，应树

立“计天下利”的人生追求。人民性是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体现的是一

种对全人类的关怀。这种情怀和视野

所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终极关怀

和终极信仰，即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全人

类的解放。坚守人民立场意味着党员

干部真正将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衡

量标准定位为“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共

产党员人生境界的高度概括，也是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

党员干部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

本使命，才能心无旁骛、众志成城，团结

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

用马克思主义升华人生境界，要坚

持“知行合一”的实践态度。马克思主

义从来都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强

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坚持知行合一，

党员干部就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这一价值取向使

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所负有的历史责

任感和使命感，使我们在实际工作的倾

力投入中，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追求，找

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作为党员

干部、革命军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在为改革献策、为强军出力、为人民谋

幸福的实践中，在干实事、出实绩中实

现人生价值追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中国

共产党人而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中，应当学深悟透马克思主

义，汲取把握正确航向的智慧和力量，

在为人民服务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升华

人生境界。以一片丹心，化浩然之气；

初心不改，复兴中华！

用马克思主义升华人生境界
■王婷婷

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即位后，在

金兵一路追打下仓惶南逃。途经临

海，见此地风景秀美，便作了首绝句：

“久坐方知春昼长，静中心地自清凉。”

诗中哪里看得出一点失地千里、父兄

被掳的国恨家仇。亡命皇帝竟有如此

悠闲心境，真是令人无语；百余年后，

文天祥从元兵的羁押中逃脱时，也曾

经过临海，留下的诗句则充满了忧国

忧民的情怀：“何处赭衣操剑戟，同时

黄帽理兜鍪。”“人间风雨真成梦，夜半

江山总是愁。”

宋之君臣，从来不乏以诗抒怀的

文人气。窘迫之途尚有诗情，可见二

人皆不输才气。但所不同者，气之质

也。气有什么质？把两者的诗对比一

读就明白了，原来相似的文气却有着

截然不同的品质。

汉字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看似不搭

的字经过组合，往往会产生化学反应般

的效果，譬如气与质。人之气——无论

是脾气、生气、傲气、神气……大都是指

人表现或显露于外的某种状态。人活

一口气，这是本能，人皆有之。可不同

的是，这股子气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精神

品质，却是养成乃至建立在文化与文明

之上的。古人有“气者，神之质也”之

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的气质流露，并不是刻意而为

的，往往于不经意间已隐然在即。兰

亭的流觞曲水，不过是文友间风韵疏

淡的诗酒游戏而已，但恂恂君子的高

雅气质，却让“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

斯文”；庄子文风“恢诡谲怪”，可那些

寂寥之日理性的议论风发，愁绪梦里

玄意的人世镜像，偏偏挥洒着“大知闲

闲，小知间间”的淡泊气质。

“气质”二字，往往和翩翩风度、凛

凛风骨等连在一起。唐将李光弼每次

上战场，总是要将一柄利刃纳于靴中，

他说，战争是件危险的事，我职务这么

高，不能因被俘而使国家受辱，所以，

“万一不捷，便当自刭”。后人评说：敢

将身首置于刀俎之上，这就是名将气

质；而临战前先将头颅安顿在家者，败

逃之气、败絮之质尽显矣。

“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的

气质固然令人仰慕，但甘于寂寞平

淡亦是一种难得的气质。早在 1808

年就提出原子理论、气体分压定律

的英国科学家道尔顿，被称为“被动

的功名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

会员、牛津和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

等耀眼的荣誉，都是主动奉送上门

的。在平时，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在

一个小学教孩子们解算术题。对于

种种荣誉，他唯一主动接受过的一

枚勋章，是表彰他“通过在科学家之

间有尊严的竞争，为科学进步做出

了贡献”。在淡泊中持有尊严，这种

气质就叫作高贵。

1936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物

理评论》的一篇论文中称“引力波其实

并不存在”。当时能发表爱因斯坦的

稿件堪称刊物的殊荣，可偏偏该刊审

稿人用10页纸指出该论文的错误，要

求“订正”。爱因斯坦生气了，他将论

文撤转，其它刊物当然是毫无悬念地

接受。可就在论文准备付印前，冷静

下来的爱因斯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及时叫停刊印。由于《物理评论》

的“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到底是哪位

审稿人发现并指出了爱因斯坦的错

误，至今仍是个谜。但是，精深的专业

学识、不盲从权威的勇气、为爱因斯坦

指错后既不洋洋自得亦不“蹭热度”，

仅此三条，就足以让我们折服这位无

名者的气质魅力。

气质，人类最基本的品格塑造。

内在有什么类型之气，就会表现出什

么样的品质。“不记折花时，何得花在

手”，所言极是。

气
有
什
么
质

■
郑
蜀
炎

正说闲谭

媒体报道，近年来“驴友”（指自助旅

行爱好者）野外探险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已造成上百人伤亡。令人扼腕叹息之

余，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驴友”频遭

险境，甚至丢掉性命呢？上百起“驴友”

遇险案例告诉我们，选择“野路子”是一

个重要原因。

所谓“野路子”，指的是人迹罕至的

道路，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路。“驴友”们

为了探寻奇峰异景、欣赏秀美山川，攀险

峰、涉险滩、走曲径，满足猎奇心理，求得

意外收获，往往走的就是这种“野路子”，

如此危险就常常会发生。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走“野路

子”现象，同样应引起注意。比如，有

的对待成长进步问题不靠组织靠关

系、不靠实绩靠背景，热衷于“架天线”

“找门路”；有的漠视纪律规矩，自高自

大，我行我素，办事越规“闯红灯”；有

的面对利益诱惑千方百计钻空子、“打

擦边球”。在这些人眼里，似乎找组织

不如找个人好使，靠组织不如靠关系

牢固，走正路不如“野路子”管用。这

种扭曲的观念导致一些人藐视法纪、

泯灭良知，毫无敬畏、不守底线，胆大

妄为、为所欲为，结果给社会造成危

害，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也使

自己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道路决定命运。选择走“野路子”，

走向的是人生的失败；相反，选择走正

路，则会自制自律、正心正身，在遵纪守

法、崇德向善中让人生行稳致远。汉朝

严遵《老子旨归》中有言：“上义之君……

心如规矩，志如尺衡。平静如水，正直如

绳……崇仁励义，以临万民。”强调为政

者要内心方正，志在公平，推崇仁义。党

员干部的职责是为党为民干事，干事就

要干正确的事、正确地干事。走正路，对

党员干部而言，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努力多干事，积极干正事，多干打基

础、利长远、得民心的事，不干脱离实际、

偏离正轨、劳民伤财的事。

也有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

了路好走”。的确，人生在世，需要结交朋

友；成长的道路上，也需要朋友的友情和

帮助。但是交往也要走正路，而不能走

“野路子”。如果以功利心交友，为的是利

益勾连，相互利用，遇事讲关系不讲原则，

讲利益不讲法纪，那么迟早有栽跟头的那

一天。对此古人早就说过：“以势交者，势

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看重势力

和利益，这样的交往非但不长久，而且很

危险，现实中这样的教训很多，不可谓不

深刻。特别是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如果在

同志之间拢亲信、拉山头，在班子内部建

圈子、搞帮派，就会把纯洁的同志关系变

成人身依附关系，败坏的是风气，影响的

是党员干部的形象和威信。人间正道是

沧桑。党员干部应自觉远离那些低级庸

俗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净化自己的

“朋友圈”，做事守纪律，处事讲原则，办事

走正路。

正气充盈，人人能受益；邪气弥

漫，没人可独善。党员干部作为群众

的带头人，必须模范遵纪守法、率先走

正路，敢于扶正祛邪，勇于激浊扬清，

使歪风邪气失去市场，带动新风正气

充盈世间。

慎走“野路子”
■徐子栋 张跃林

生活寄语

写好一个“人”字只需两笔，做好一
个人却要一辈子。做人是知识积累、品
德修养和意志磨炼的过程，体现了一个
人的志趣、性格、能力、心理、气质，往往
通过人际交往、工作态度、社会活动等具
体实践表现出来。

做人是点滴的功夫、长久的修养，没
有一流的人品做底子，为人处世就难免
摔跤。

做人应该谦虚。当今社会，浮躁是
一些人的通病。浮躁的人往往会高看自
己、低看别人。高看自己，自己不一定
高；低看别人，自己却一定低。不高看自
己，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低看别人，才

能虚心学习别人。谦虚就要放下架子、
放低身段、与人为善，诚心对待他人，虚
心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以平常心待
人接物，营造舒心和谐的人际环境。

为人处世，诚实是金。“诚信，是做人
立德的根基，是人格修炼的起点”。人
格，是个人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人
格就是力量，人品就是才干，而且是其它
智力因素无法替代的力量和才干。诚信
一向是人们引以为傲的高尚情怀和人格
操守。对党员干部来说，诚信既是立身
处世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行使权力必须
遵循的基本规则和道德底线。诚信，最
起码的要求是不说谎话。不说谎，是一

个人做人的底线。谎言可能掩盖真相，
但掩盖不了真理；可以糊弄一时，但糊弄
不了一世。一个谎话连篇、对说谎习以
为常的人，不仅难以取信于人，最终还会
身败名裂。

说话做事见人品。说话做事，一要
坚持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人
看得清、摸得透，既说得让人信服，又
做得让人佩服。相反，如果一个人搞
邪门歪道，即使八面玲珑、四处讨巧，
也会让人觉得不安全、不可靠。二要
学会尊重他人。生活的辩证法告诉我
们，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糊弄别人
就是糊弄自己，自作聪明的人是最不

聪明的人，把别人当傻瓜的人是最大
的傻瓜。

正直厚道，是聚集人气的“吸铁
石”，是获得机会的“资格证”，是成就事
业的“助推剂”。生活中，真正能立得
住、给众人留下好口碑的，都是那些正
直厚道之人；人们大都喜欢与遵规守
矩、忠厚老实的人打交道。为人处世，
不能把小聪明当成机灵，把胆子大当成
有魄力，栽跟头的人大都是太聪明和胆
太大的人。

事实证明，只有夯实了人品这个做
人的底子，在人生道路上，才能坦然踏
实，正大光明，蹄疾步稳，高歌猛进。

做人一辈子，人品是底子
■葛 振

法治素养是军人的基本职业素养，
是军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军
人加强修养，需要增加“含法量”，也就
是要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
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修养解决的是思想和行为规范问
题，是要学会正确处理内心世界和外部
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
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有秩序，需要法
律法规的制约和调节。从自我角度讲，
积极主动地适应法治规范，做一个遵纪
守法的公民，不但是一个修养准则，也
是一条行为底线；从军人职业角度讲，
贯彻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是
革命军人的基本政治觉悟和义不容辞
的职责。部队官兵是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的实践主体，只有不断强化法治思
维、培塑法治信仰，自觉用法律法规规
范自身行为，做到依法履职尽责，才能
牢牢铸就强军之基。

修养多一些“含法量”，人生就多一
道“安全阀”。树牢法治信仰，是从法治
上加强修养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在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大背景下，革命军
人只有认识到法规制度是准绳、是依
据、是标尺，是部队建设的根本规范，是
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从内心深
处立起法治理念，夯实法治的思想根
基，才能自觉地学法、懂法、崇法、用法，

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自觉做法治的坚定
维护者和践行者，让依法治军的要求真
正落于末端、落到实处。

让修养多一些“含法量”，就要把法
治观念内化为思维定势。头脑中要时
时处处绷紧法治弦，勤于对着法规制度
“照镜子”，把“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
权不可为”作为刚性指导和思维习惯，
彻底抛弃对待法规制度的侥幸心理、投
机心理，建立起敬畏心理、尊崇心理，自
觉把遵纪守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坚
守和运用。还要把法治观念外化为行
为准则。在工作生活中，注重强化程序
意识、规矩意识，老老实实按条令条例
法规制度办事，该走的程序一个不能
落，该守的规矩一个不能少，从思想上
到行为上牢牢把住法规制度的红线，养
成在法规制度框架内生活工作的习惯。

领导干部在加强官兵法治修养上负
有培塑和引导之责。风成于上，俗化于
下。领导干部自身在遵纪守法上做得
好，就是一种无声的带动，无言的说服。
要以更严标准、更严措施、更严要求加强
自我管理约束，在遵纪守法上一严到底、
在贯彻制度上模范带头。办事情作决
策，不仅考虑要不要干，更要考量能不能
干、合不合法，做到依法用权、依法决策，
确保每一项决策都有法可依、合乎规
范。特别是在一些热点敏感问题上，更
要按照法规制度办事，确保公平公正无
时不在、无处不在。在执行环节，要坚决
扫除讲人情、搞变通、选择性执法等种种
不良风气，让“依法指导、按章办事”畅通
无阻，坚决做到法规制度面前没有例外，
对违纪问题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搞
“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让纪律严
明、令行禁止成为官兵的自觉养成，使部
队更有凝聚力战斗力。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让修养多一些“含法量”
■王新源 王英楠

●修养多一些“含法量”，人生
就多一道“安全阀”。要树牢法治信
仰，把法治观念内化为思维定势，外
化为行为准则

密林深处，狙击手伏地瞄准，紧

盯目标，纹丝不动，目光坚毅而专注，

只为百步穿杨、一发命中。

“精通一科，神须专注，行有余

力，乃可他顾”。专注之理，百行皆

通。有的人对学业、事业专心致志，

不为外界所扰，扎扎实实向着既定目

标迈进，最终获得了成功；而有的人

却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好高骛

远、见异思迁，缺乏一种执着精神，结

果一事无成。

成功的人生需要专注。专注，就

要排除杂念，心无旁骛；就要持之以

恒，像“钉钉子”那样，瞄准一个点，一

锤接着一锤敲，终能有所建树。

全神贯注——

成功的人生
需要专注

■杨成林/摄影 熊 浩/撰文

●气质，人类最基本的品格
塑造。内在有什么类型之气，就
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