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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干部做到“自身硬”，

他律固然重要，自律同样重要，甚至尤为重要。全面从严治

党，贵在全面从严律己。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从严律己，以

实现自我净化呢？

　　从严律己的前提：严以修身、正心明道，做
到心不妄求

“ 妄 ” ， 就 是 胡 乱 、 荒 诞 、 不 合 理 、 超 出 限 度 的 意

思。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个“常”

指“常理”，就是客观规律，“妄作”就是背离“常理”

的乱作为，就要出乱子。所以乱作为的危害极为严重，正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言：“妄者，乱之始也。”意思是当

官的随意施政，那就是社会动乱的源头。

对 于 党 员 、 干 部 个 人 来 讲 ， 戒 “ 妄 ” 不 仅 是 为 官 之

道 ， 更 是 修 身 之 要 。 中 国 历 史 上 知 名 的 养 生 学 家 、 清 人

田 绵 淮 所 撰 《 延 命 金 丹 》 曰 : “ 凡 欲 身 之 无 病 ， 必 须 先 正

其 心 ， 使 其 心 不 妄 求 ， 心 不 狂 想 ， 不 贪 嗜 欲 ， 则 心 君 泰

然。”这是古人养生防病的金玉良言，对现代人来讲同样

具有现实意义。

做人就要正心明道，坚守正道，不妄求、不妄行。不

妄求，则心安；不妄行，则身安。一个人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要做到不妄为、不越界、不越轨。若是被私心妄

念所困，为人妄自尊大，凡事见利妄行，用权恣意妄为，

那就很容易走上不归路。

　　从严律己的根本：慎独慎微、自我约束，做
到意不疏忽

《韩非子·喻老》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所以要“慎易以避难，敬细

以远大者”。就是说，千里大堤，因为有蝼蚁在打洞，可

能会因此而塌掉决堤；百尺高楼，可能因为烟囱的缝隙冒

出火星，引起火灾而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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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在交友问题上要有警惕性，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要为各种诱惑所动摇，要

常怀警戒之心，不断净化“朋友圈”。从严律己是人生的立世之本、处世之道，是人生的永

恒主题。党员、干部应当时刻从严律己，加强党性锻炼，完善人格操行，提升人生境界，永

葆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因 此 ， 必 须 谨 慎 地 对 待 容 易 的 事 来 避 免 难 事 发 生 ，

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免大祸临头。这就是西汉思想

家、文学家刘安在《淮南子·人间训》所讲的:“圣人敬小

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晚清名臣曾国

藩也说过：“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谨慎独处的人，

就是要遏制自己的欲望，就连最隐蔽微小的部分也不会疏

忽。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1 9 1 3 年 的 《 讲 堂 录 》 手 稿 中 也 指 出 ：

“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

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可

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

微处要能做到慎独慎微，“事事俱不忽略”。惟如此，方

能行稳致远。

　　从严律己的关键：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做
到事不狂为

什么是“敬畏”？从字面上理解，“敬畏”同时包括

两种情感，一是尊敬，二是畏惧，因敬生畏，因畏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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