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2013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九

十二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

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

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

好地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古语云：“以铜为

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的中国，是古老中国

的延续。结合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深入党史学习，

可以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效果，可以更好地展望未来、走向未来。

一、五千年的历史周期律

2012年1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8

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谈到了毛主

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

一段对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

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

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

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

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

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

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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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归来》）

中国在自秦朝以来的漫长历史中，多次出

现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局面。这些朝代往往脱

胎于前朝的弊政，立于民危国乱之际，以除暴

结合中华民族兴衰史深入党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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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为任而统一天下。这些朝代也都曾因休养

生息、政治清明而实现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

却往往又都因此而走向腐败、衰落，继而灭亡

的命运，从而又被新崛起的王朝所取代，走入

下一个朝代更迭的循环。

五千年的历史周期律，恰恰是今天领导干

部学党史的必修课。

历史向来都是由人民群众书写的，历代王

朝莫不是因着百姓的呼声而崛起，又因为站在

人民的对立面而覆亡。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法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统治者

从最开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后来变

质蜕化为人民群众的压迫者，从而由执政者转

化为独夫民贼。周武王伐纣，诛杀了暴君商纣

王。对此，孟子评论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

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认为不

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统治者，不能称之为

“国君”，而只是“独夫民贼”，这体现的是儒家

的正名思想。有君之位、无君之实甚至贻害天

下的“国君”是理应被推翻的。不能代表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者，不存在执政的合法

性。时至今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

理，仍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鞭策和警示作用。

执政者与人民群众是一体的两面，执政的

根本意义就在于实现人民群众对幸福的追求。

执政者是群众的表率和裁决者，要为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服务；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执政者，

则是希求国家整体秩序的稳定公正，希望执政

者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群书治要·魏志 （下）》 中讲道：“昔

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

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

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

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

危。”只有执政者恪守执政为民的信条，代表人

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进入

了一个被侵略和欺压的充满了屈辱的历史时

期，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前赴后

继，最终，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

身上。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牺

牲奉献和不懈努力，才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

东方，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告别屈辱的

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以巨大的

勇气和智慧，使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 《复兴之路》 展览时所指出的：“现在，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

一个又一个胜利，依靠的正是群众的力量。正

如 1934 年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强调：“真正

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依靠

民众则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任何强敌都能战

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可以说，只有时时刻刻依靠群众，不脱离

群众，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

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打破这五千年的

历史周期律。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

尧舜禹的“群众路线”说起

1946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中写道：“在我党的一

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定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一科学的工作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并

非凭空而来，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

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思想路线。而

且，它也合乎古圣先王的治世之道，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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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的治国智慧。

孟子曾引用 《尚书·泰誓》 的两句话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使民与

天齐，把人民放到极高的位置上，来进一步表

达“民贵君轻”的理念。明代学者黄宗羲更是

立足民本，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

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提出“入仕则为

民”的观念。

自古圣贤都仁怀天下，关心万民疾苦。当

百姓遭遇苦难时，古代圣王首先是罪己。如

《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 所说：“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

包含着修齐治平的智慧。古训有云，“各自责，

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小到一家之

中，夫妻之间，如果遇到事情首先能反省自

己，必能家和万事兴；大到一国之内，如果执

政者能将百姓的忧虑、苦难视为自己的失职，

以群众之心为心，必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古人能够写出这

样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

钱。”为官者自己生病痛苦时，就会想到田间辛

劳耕作的百姓一定更辛苦；自己管辖的区域出

现流亡的百姓，就觉得愧对自己的俸禄。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建树的君主，无

一不是时刻念着百姓的疾苦，以尧舜禹汤等圣

明之君的身行言教为榜样。

历史记载，尧帝“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

广”，以致“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以仁

恕之心待民，“先恕而后教”，是尧帝的治国之

道。对应到“群众路线”，如果执政者能够像爱

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百姓，既宽容仁慈，又

耐心教导，就与尧帝的治世之道相契合，必令

天下归心。孔子曾盛赞尧帝大爱无私，至美无

偏，能法天而行化，民众安然受其恩泽而不

知。史书记载，尧帝出游庸衢，见到老人击壤

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

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时人民安乐自在的

生活，可见一斑。

舜帝也是如此。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

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

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

庸》） 可见舜帝非常注意广开言路，体察民

情。《司马法》 中云：“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

可用，至德也。”这个至德就体现在他处处心念

百姓，时刻不脱离百姓，所以才能得到百姓如

此的拥戴！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早已妇孺

皆知，说明了禹王亲民爱民，博爱天下，不独

亲其亲。《说苑》中还记载：禹王出巡遇到一名

罪犯，遂下车询问情况，并为之而哭泣。左右

之人说：“罪人不顺道使然，君王何为痛之至于

此也？”禹王说：尧舜时期的人民，都是以尧舜

的存心为自己的存心。现在我做了君王，百姓

却各自按他们自己的想法行事，所以我为此感

到痛心。可见，尧舜禹这些圣人皆是以“德”

治天下，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行

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担当。他们对百姓

永远是宽厚体谅的，对自己却是时时自省，闻

过则喜，见善则迁。这些圣王正是因为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践行了以民为本的群众路

线，才能做到君民一心，共创治世。

圣人的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孟子有言：“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人都能成为尧舜

那样的圣贤，关键在于是否树立了这样的志

向。古人讲：“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

国”，古代士人都有如此的情怀，今天的共产党

人，应该做得更好。

三、商汤文武何以能王天下

《孟子》 中有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

兴。”每个时代都有君王，为什么五百年才必有

“王者兴”呢？可见“王者”，不仅仅是实现大

一统那么简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

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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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之者王也。”参通天人，德配天地，显然比靠

武力征服天下的标准要高得多。《说文解字》中

也说：“王，天下所归往也。”真正的王者可以

令远人来归，天下一心。因此，孔子在 《论

语》 中说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以武力征服天下只是行霸道

而已，只能让百姓“貌恭而心不服”，而行王道

是靠德行让百姓自己来归附。商汤、周文王、

周武王都是历史上的明君。他们令四海归心，

是真正的王者。那么真正的王者是如何实行王

道的呢？

《六韬》 记载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道。

太公曰：“爱民”，并做了形象的比喻：“故善为

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

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可

见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是以仁爱治天下，

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

周文王的仁爱之心，不仅施之百姓，而且

还延及枯骨。《新序》记载，文王在建造灵台挖

池沼时，从地里掘出死人的头骨。有关官吏将

这件事告诉文王，文王下令为其改葬。官吏告

诉他这是无主之骨，而文王却说：“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

其主，又安求主？”后命令该吏为其置办寿衣棺

木，将其改葬。天下的人听到此事后都赞叹文

王的贤德，文王的仁爱之心泽及枯骨遗骨，更

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因此，人们评论说：有

些人得到珍宝，却给国家带来灾难；而文王得

到了枯骨，却显出他仁爱的心意，所以自然能

“天下归心”。

《群书治要·尸子》中讲道：尧帝能奉养孤

苦而无处投诉之人，大禹能体恤有罪当刑之

人，商汤和周武王的恩泽能惠及禽兽，这就是

古代圣王能使国家安定、使远方人民归附的原

因。圣贤君王拥有天下，以天下为己身，而无

一己之私，以天下万民之好恶为自己之好恶。

大舜说：“南风吹来的和煦之风，可以化解我百

姓的怨恨。”大舜为之作歌的不是禽兽而是他的

人民。商汤说：“若我有罪，不要连累万方人

民。若万方人民有罪，我愿一人承受。”商汤能

放下自己而关爱万方人民。周文王说：“若有道

德仁义的人可任用，何必要用至亲？”文王不偏

爱亲人而要惠及天下万民。

商汤文武这些古圣先王给予后世的启示在

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真正

的王者仁怀天下，以百姓之心为心，是靠仁德

而非靠武力取得天下，因此才开辟了太平盛世。

“商汤文武”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

“白求恩精神”毫无二致，就是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纪念白求

恩》一文中所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

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每一个党员领导干

部虽然不可能都和商汤文武一样，成为最高的

执政者，但是不能不学习效法他们的存心。

四、从“三代之亡”看衰败之因

夏商周三代皆由明主开国，历经数十世，

具有非常好的统治基础。那么三代末期的暗主

又是因何而覆灭的呢？总结起来，原因不外乎

以下几点。

（一）放纵欲望，追求奢侈

《群书治要·晋书》 上讲道：“三代之兴，

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

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

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的私欲而成就的；三

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奢侈纵欲而导致的。

《群书治要·魏志》 中记载了一位臣子这

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

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

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

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

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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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

生戒惧了。”

《群书治要·政要论》 中也说：“修身治

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礼记》 上

也说：“欲不可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

成功，没有不凭借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

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

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

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

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

矮，饮食菲薄。这几位帝王，“非其情之不好，

乃节俭之至也。”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为

他们节俭到了极致。而三代的衰败，正是因为

反其道而行之所导致的。

（二）独断专横，傲慢骄纵

《吕氏春秋》 中说道：“亡国之主必自骄，

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

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

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

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意思是

说，亡国的君主必定是自高自大，必定是自以

为聪明，必定是轻视众人。自高自大就会怠慢

众人，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他人就

会没有防备。人才不齐就会招致祸患，专断独

行就会使地位不稳，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

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想地位稳固就一

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

人才齐备。这三条，是君主的治国大略。

从历史上看，亡国之君就是恰恰违背了这

几条。《史记》上记载的商纣王和秦始皇的例子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纣天资聪明，善于辞

令，反应灵敏，办事迅捷，才能和力气均超过

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但是，他却常将自

己的智谋用于推拒臣民的劝谏以掩饰错误，并

喜好向群臣夸耀才能，傲慢自是，以致终被武

王推翻。而秦朝自穆公以来，逐渐蚕食诸侯，

最终成就秦始皇统一大业。然而始皇骄横专

制，自视功业胜过五帝、幅员盖过三王而耻与

其并列，不肯虚怀若谷，谦卑受教。秦二世继

承了其父的作风，依然暴虐无道，因循不改，

遂使国家忧患愈加深重；而子婴又孤立无亲，

忧惧软弱，无人辅佐，最终使得秦朝家破国亡。

（三）远贤近佞，不听劝谏

任用贤臣，虚心纳谏，是盛世明君的共同

选择，三代与秦朝之亡的教训也恰恰是远贤

臣、近佞臣的结果。

《群书治要·吴志》中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

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

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

功也。”相反，大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

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

代先王留下的典籍，却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

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

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群书治要·傅子》中也

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

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

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群书

治要·典语》上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

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

政，则祸乱作。”

任贤纳谏，需要君主有闻过则喜的胸怀。

亡国之君没有这样的胸怀，自然身边聚集的都

是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希望

呢？《吴志》 中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

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

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孔子家语》 也表达

了类似的观点：“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

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

而亡。”《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说：“国之将亡

也，必先恶忠臣之语。”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

有不得，反求诸己”。《群书治要·政要论》 上

引用《左传》中的话讲道：“大禹、商汤归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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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其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

其国家忽然灭亡。”《群书治要·后汉书》 上记

载，成汤遭遇旱灾时，便以六件事来责问自

己：“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吗？使用民力太急遽

了吗？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得势嫔妃弄权干政

形成风气了吗？贿赂盛行了吗？进谗言的人太

猖狂了吗？”而夏桀和商纣王恰恰相反，他们荒

淫无道，最终被汤武征伐，他们不仅不反省自

己的过失，反而后悔以前没有杀了汤王和文

王。亡国之君终其一生都不肯反省自己，无怪

乎国家会走向衰亡。

这些历史兴衰成败的规律告诉我们，国家

盛衰的关键就在于执政者是否师法圣王，从历

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严以修身，任贤使能，以

人民的利益为重，还是独断专行，骄奢淫逸，

听信奸佞，以个人私利为重。《淮南子》 中记

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

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

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

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

作为，先选择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由

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因此，成康盛

世达到了刑措不用、囹圄空虚的治理境界。那

么，自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想治理好天下

的君主非常之多，为何历史却是乱多于治呢?

《汉书》 上用一句话概括了原因：“自成康以

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

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

仁义废也。”

《群书治要·商君书》 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故三王以义亲，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

之利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

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

也。”在这里就指出，三王用仁义来亲和天下，

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而不是把天下的利益

据为己有。反观乱世的君主、臣子，只顾贪占

一国一方之利益，私下打探哪个官位更重要，

便于聚敛资财，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重温古训，可引以为戒。我国正处在一个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今天，作为执政党的党

员领导干部，遇到的诱惑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的官吏都要多得多，稍有不慎，就难免会

被“糖衣炮弹”所击中。作为执政者，如果没

有清醒的头脑，一旦因自私自利而迷惑沉沦，

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更会使

自己亡家灭身，贻害子孙后代。而古代的昏君

佞臣和近日贪污腐败的官员，之所以会走入这

样一个“死胡同”，根源就在于严重脱离了人民

群众。

五、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之所以能

够带领全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

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一个法宝

——为人民服务。

回到历史周期律，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

王朝，如晋、隋等，往往是压迫群众的老爷

府、王爷庙。而历史上能赢得二、三百年大一

统的长寿王朝，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实

现社会相对公平开始的。而每一次改朝换代，

也都是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消失而崩塌的。可

以说，公平，特别是全社会各阶层间的公平，

是兴亡演替的潜规则。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中国政治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

的战争史，就是公平和不公平的更迭史，而历

史周期律，就是民心向背的循环。不能为民做

主的政权，是绝不可能长葆活力的。“城头变幻

大王旗”的辛亥革命，虽饱含救民于水火的理

想信念，而实际依靠的却是压迫百姓的旧官僚

权贵阶级，因而没有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蒋

家王朝，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解放了生产力，

却仍然没有走出剥削人民大众的老套路。人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暴易暴的政权注定得不到

支持。在战争中，国民党前方军队或成建制倒

戈，或对友军见死不救；在后方，即便有军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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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的监视，仍旧是漏洞百出，只因蒋家王朝

没有千百仁人志士，其黑暗统治自然是千疮百

孔。蒋家王朝，面临的是从民众到高官举国之

民皆欲卷款外逃之境况，而新中国的成立却让

许多华侨放弃英美给予的高利重金，重归故

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民群众对于幸福平

等的热切渴望中，走上历史舞台而成立和领导

建设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人民

群众的伟大胜利。坚决、真实地依靠人民群众

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代言

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重重困难始终走

在光明大道上，就是因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自创立

伊始，就牢固地秉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

众的根本观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

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1922 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 《组织章程

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

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

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

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

众，引导群众。”毛泽东也曾深刻指出：“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正是因为信任人民群众，敢于完全依靠人

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才没有像辛亥革命一样与

虎谋皮，没有走上统治压迫人民的道路。而是

始终把提高全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公正

平等地维护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放在了第一位，

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中国共产

党党史，是带领人民大众反抗压迫、追求幸福

的历史，是代表人民、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的历史。

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始终都

紧紧绷着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根弦。邓

小平同志曾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

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

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江泽民同

志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

于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胡锦涛同志也讲道：“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我

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

谋利益，而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要始终

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习近平同志强调：

“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正是这样的执政思想

和行动路线，让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沧桑中迅速

成长，使中华民族展现强大的生命力并傲然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以说，正是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

信任，就没 有 共 产 党 的 今 天 和 新 中 国 的 今

天。一旦一个政党脱离了人民，就会有覆亡

的危险，一个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就会有败

身的祸患。只有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长久

的胜利。

六、以史为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1991 年 12 月 25 日晚，随着苏联国旗从克

里姆林宫缓缓降下，也就意味着苏联这个钢铁

巨人彻底倒下。1917年，列宁和20万共产党员

曾领导苏联人民推翻沙皇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

利。1945年，斯大林和200万共产党员曾领导

苏联人民扭转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打败法西斯

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是当苏

联已经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与美国不分伯仲的

时候，却最终在1500万共产党员和全苏联人民

的漠视下轰然倒塌。苏联 《西伯利亚报》 曾以

《苏共代表谁》 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问卷调

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

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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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只占 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却占

85％。可以想见，打败苏联的，不是美国，而

是苏联共产党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在论及国家由盛转

衰的原因时，这样阐述道：大凡国家得不到治

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

风气日渐变坏而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而不变

革，习于混乱，安于现状，安逸享乐而看不到

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

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

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是被信任的大

臣，却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禄；有些是被疏

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而不用。于

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

可悲啊！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考察历史之后，在 《咏

史》中也同样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

勤俭破由奢。”在忧患中勤俭奋进，走的是上坡

路，则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此谓“其兴也

勃焉”；在安乐中自满堕落，走的是下坡路，则

多小的困难都会成为毁灭的导火索，此谓“其

亡也忽焉”。承平日久，往往会萌发重大的危

机，而重大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皆来自于对

自我的放纵和懈怠。正如欧阳修在 《伶官传·

序》中所言，“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

于所溺”。“木必自腐而虫生”，对于一个执政党

而言，自身作风问题正是其成败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确定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奋

斗目标，并用“致命伤害”“亡党亡国”来警示

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把加强党风建设和反对

腐败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并指出，反腐倡

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

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

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

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

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

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

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

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

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

正是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和清醒分析党内

存在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战略部署之

一。在加强党风建设和从严治党问题上，习近

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廉政

文化。他在 2013 年 4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第五

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不

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

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大力加强反

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

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

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

基础。

历史经验证明，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执政者，其执政没有合法性，其执政能力

必定日渐衰微，其下场必定不能完满。中国共

产党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保证自

身的纯洁性、先进性，深入群众、依靠群众，

牢记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循环而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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