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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儒家传统及当代实践方向(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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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本文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思考我国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历史传统及当代实践

方向。作者认为，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的

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与人文素质。中国廉政文化传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一环。当代我

国廉政文化的实践方向，应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思想建设、道德教育、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四大方面着

手进行，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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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是古往今来清明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思想家的崇高理想。廉政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那么，廉政文

化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儒家的廉政传统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些问

题贡献一得之见，敬请方家批评。 

一、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 

  要弄清廉政文化的内涵，先要澄清“廉政”与“文化”的基本涵义。 

  “廉”作为为官者之品德（官德或政德），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

《周礼》对官吏之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即所谓“六计”（从六个方面去考核）：“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就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

等品格才算“廉”。可见，在儒家看来，官德是以廉为本的。 

  关于“政”，儒家创始人孔子有个很好的诠释。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

正？” （《论语·颜渊》）。这里的“正”，既有公正之意，也有正派之意。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

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 

  概言之，“廉政”就是“廉正”，是指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这种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形成，是与

官吏的廉德密不可分的。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关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大概不下数百种了。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广义、中义、狭义

三种。广义的“文化” 等同于“文明”概念，包括了整个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狭义

的“文化”概念指的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指制度文明和

精神文明，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礼仪风俗等精神文化产品、文化传统

和文化现象。而“文化”的基本涵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解，就是“人文教化” 之意，即以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

教育包括各级官吏在内的全体人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廉政文化”下一个定义：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

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人文素质。 

  当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廉政文化的实际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远非下一个定义那么简单。但我们从对这个定

义的理解上，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一是思想，即建设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

是精神，即建设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制度，即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监督制

度。第四是风俗，即通过舆论宣传与道德教育发挥其文化功能，促使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廉正为荣、以贪渎为耻的良好

风尚。第五是人文素质，社会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从政者本身则应自觉培养廉政意

识，做到“行己有耻”、“三省吾身”，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做一个高素质的从政人才。 

二、儒家文化与廉政传统 



  有人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乱局非常不

满，主张复兴礼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认为礼并非指物质享受，乐并非是敲钟打鼓，意指礼乐不只是娱乐享受，而是

严肃的政治文化。 

  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有所谓“德音”之说，即以音乐象征政德。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记载说：“先王之

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

而民肃敬。”是说以往的高明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礼作乐的。音乐象征德政，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奏

响象征廉正、庄严、诚信的德音，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服从统治。该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说：“纪纲既正，天

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可见德音是配合德政的。其中“五声”，指

钟、石、丝、竹、鼓鼙之声。而丝声与廉德相配。所谓“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

之臣。”就是说，有德之人倾听音乐，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自觉地当个实践礼义的好官。这就是

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个“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廉政文化。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可以说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所谓“政者正

也”一语，就是千古不易之言。他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转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

“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

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

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

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

准则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尽管在中国长期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固有本质和封建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流毒，其社会政治局

面往往是衰世长而盛世短，官场中则往往是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但真儒、清官、廉吏依然不绝如缕，

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儒家廉政文化传统。这个廉政文化传统，我们可从历代正史的《循吏

传》可见一斑。例如： 

  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循吏传》，记录了各种类型的清官廉吏，有宽政为民者，有以身

作则者，有引咎请死者，更有廉正奉法、严拒贿赂送礼者。他们笔下的“循吏”，大多是儒家政治人物，是“奉法循

理”、“谨身帅先，居官廉平”从而获得人民爱戴、使得远近效法、政治清明的好官。如身为鲁相的公仪休，以“不

与下民争利”、拒绝客人送鱼而深得民心（见《史记·循吏列传》）；官至大司农的朱邑，为人淳厚、廉平公正，

“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家无余财”（见《汉书·循吏传》），算得上是清官。 

  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名臣狄仁杰，人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他任大理丞时，有两名武将误砍了

昭陵（太宗陵园）的柏树，罪当免职。但唐高宗却要下诏诛杀二人，狄仁杰面奏皇上，力辩其罪不当死，奏称：“今

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这才说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武则天称帝时，许多大臣唯唯诺诺，独狄

仁杰一身正气，敢言直谏。武则天把狄仁杰从河南调入中央任宰相，为了笼络狄仁杰，对狄说：“你在汝南有善政，

但有不少人暗地里举报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认为臣有过错，臣当改过；如认为臣无过

错，则是臣之幸运。臣不愿知道是谁暗中告状。”武则天赞叹说：“真有长者之风啊！”武则天要立侄子武三思为太

子，狄仁杰以儒家伦理为说予以反对。武则天要费银数百万造大佛像，官库不足，诏令天下僧众“日施一钱助之”，

狄仁杰以“边陲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造佛像）既费官财，又竭人力”等理由力谏，使武则天罢除

此役。如此等等，体现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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