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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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敬畏是出于对党的崇高事业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同和虔诚信仰，是在法律之外的自我警醒和精神自

律。 它体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人生追求和道德情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与德性

力量。 敬畏也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光荣

传统。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党的自我革命所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以此为主线，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就

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敬畏体系的丰富内涵。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从内生机制入手，让党员、干部

知敬畏、明羞耻，存戒惧、守底线，增强定力，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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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 敬畏之心是

党员、干部的一种自我修养，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力量源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

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１］６３“全党

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 ［１］６４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既需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也需要高度警醒，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

坚定，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以敬畏之心驰而

不息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

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一、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理论逻辑

　 　 《中华大字典》对“敬畏”的解释是：敬也，服也。

即“敬重而又信服”。 “敬畏之心”是“敬”和“畏”两
种情感的结合。 “敬”是指恭敬、崇敬、彬彬有礼，强
调主体的价值信仰和人生态度，以价值自主认知和

自主选择为核心；“畏”是指畏惧、害怕、战战兢兢，
强调主体的自我警醒和忧患意识，以自觉律己和反

躬自省为基础。 作为整体的“敬畏之心”，强调的是

主体在面对那些具有神圣性、崇高性或不可逾越的

对象、规律、规则时所产生的既敬仰又畏惧的情感，
及由此引发的主体自律、自省精神。 对党员、干部来

说，敬畏是出于对党的事业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同和

虔诚信仰，是在法律之外的自我立法和精神自律。
它体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人
生追求和道德情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机

制与德性力量。
１．敬畏体现了对党的奋斗目标的价值追求和政

治立场

作为一种心灵秩序，敬畏源于对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社会规则的理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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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价值体验，它实质反映的是人的社会历史观和

人生价值观。 哲学家赫舍尔主张“敬畏不只是一种

感情；它也是一种理解方式，是对比我自身更伟大的

意义的洞察” ［２］ 。 理性的敬畏心态“与一般的恐

惧、害怕等情感活动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出于人

的内在的生命需要，与人的生活信念、生存方式息息

相关。 敬畏伦理所关注的是‘终极关切’问题，以便

能够为人生最高的精神需求提供道德支撑，使人得

以‘安身立命’” ［３］ 。 正因如此，合乎理性的敬畏品

质一般会沉积为人的内心向往，或直接以信念、信仰

的方式呈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尊崇和信

仰，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

步的初心使命，踔厉奋发，矢志不移。 对共产党人而

言，敬畏之心就是对这种初心使命带有神圣般的崇

敬，对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抱有坚定的信念，对党

和人民怀有庄重圣洁的情感，体现出发自内心的忠

贞不渝、无私奉献之意。 马克思早就说过：“尊严是

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

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

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４］４５８ “一个选择了自

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

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

位是 高 尚 的， 他 也 就 会 使 自 己 的 行 为 保 持 高

尚。” ［４］４５９可见，崇高的信仰追求总是与对它的敬

畏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事业崇高而敬仰，因使命艰巨

而惶恐。 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人类解放事业的

共产党人，也必会不断自我反省、自我革新、自我完

善，催生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
２．敬畏体现了对党的前途命运的自我警醒和忧

患意识

敬畏是一种既敬重又害怕的心态，如果说“敬”
体现的是一种人生信仰、一种价值追求，那么“畏”
则是一种行为的自我警戒。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在

《赠毕石庵先生宰朝邑叙》曾言：“志成于惧，而荒于

怠。 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 他强

调：敬畏才会思考，思考方能通透；畏惧才会谨慎，谨
慎方能成功。 此处的“惧”并非害怕、逃避之意，而
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言慎行之意，是对自

身言行界限的自我警示。 共产党人的敬畏之心源于

对党的前途命运的自我警醒和忧患意识，这种忧患

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特殊的精神禀赋和生

存智慧，正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助力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刀刃向内，勇于

自我革命。
在党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忧患全面执政后面临的各种风

险，着重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了第一步” ［５］１４３８，全党同志须谨记“两个务必”，警
惕“糖衣炮弹”，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改革开

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
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反复强调“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

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

身。 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自我革命是一场敢于刀

刃向内、勇于刮骨疗毒的‘革命’，它所要解决的是

深层次、根本性的‘顽瘴痼疾’，是防止我们党因为

长期执政而有可能丧失革命性和忧患意识的问题，
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体现出我们党

具有深刻的战略清醒和行动自觉” ［７］ 。
３．敬畏体现了对党的事业无比虔诚与担当的道

德情感

从实质上讲，敬畏是一种道德情感，是主体通过

内心的自省、自警、自重、自励，从而坚守自己的道德

信仰的庄严情感。 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事物或是

思想观念，一旦成为敬畏的对象，其就被直接赋予一

种不可动摇的至上的地位，使人心驰神往，充满对追

求目标的热忱和勇气。 “这样说，信仰的对象就具

有这样一些性质：它是唯一的，至上的，也就没有任

何事物能够与它相比；它是超越的，也就不需要任何

理由来证实它，支持它；它有大力，所以绝对可靠，能
使人心安理得。” ［８］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它的最高理想和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崇
高的，又是长期的、艰巨的，这种伟大事业一旦成为

敬畏的对象，就能够激发出共产党人强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忠实于道、诚实于行，大胆作

为、勇于担责，这是检验每一个共产党人身上是否真

正体现了敬畏品质的重要方面，因敬畏不是因循守

旧、畏首畏尾，不敢担难、无所作为，有作为有担当才

能彰显其价值。 总的说来，敬畏体现了对党的崇高

事业的虔诚执着与担当精神，表现出思想上高度信

奉、情感上高度认同、意志上高度坚定和行动上高度

自觉的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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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敬畏体现了严于律己自觉践行党员规范的道

德修养

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

律。” ［４］１１９自律是道德实践的基础，而敬畏则是开

展道德实践的前提。 人的德性与敬畏天然地联结在

一起，人在德性养成过程中形成依据道德规范约束

自我行为的内在机制，并将尊崇、畏惧的情感持守于

自我的道德修炼中，以强化美德的形成。 古人云：
“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

逾矩，亦不出大格。”即常怀敬畏之心，就不敢肆意

妄为，即使偶尔超出规矩，也不会出现大的过失。 康

德也曾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

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

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

则。” ［９］一个心存敬畏、具有理性自觉的主体，必然

能够摆脱对外在权威的依赖，在自我抉择中严于律

己，在自省自查中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中国共产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其性质的先进性和使命的崇高性对其道德

自律和道德敬畏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要求每

个共产党人都要把道德法则作为主观意志的法，明
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

事、老老实实做人。 共产党人的德性修养不是一阵

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每个党员只有心存敬畏，
勇于、乐于自我革命，在思想政治、党性修养上不断

自省、自查、自纠、自励，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

督和约束，才能不断成长进步，也才能不断提高党的

纯洁性和战斗力。

二、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历史逻辑

　 　 敬畏不仅是一种理性品质，包含着对社会发展

规律、规则的理性认识和价值追寻，是共产党人自我

革命的内在机制，而且是一种历史法则和定律，任何

时候、任何政党要获得发展和进步，都必须怀有一颗

敬畏之心，把国家的稳定、繁荣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正确轨道上来，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

历史的必然性。
１．敬畏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有深厚的敬畏伦理，无论孔子的“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的“仰不

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还是老子的“吾所以有大患

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都是秉持着

“良知天理”的道德信仰，发展出对道德的内在敬畏

和对行为的自我约束。 敬畏更是中国传统吏治文化

的精髓。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道德之位犹如北斗，要心存敬畏。 明代

吕坤《呻吟语》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

畏而不亡者也。 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

一时，畏史官于后世。”强调即便贵为天子，也不是

可以任性胡为的。 统治者的道德敬畏主要包括：一
是敬畏民心。 周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周书·泰誓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周书·泰誓上》），意指民众的感觉就是上天的感

觉，民众的意愿就是上天的意愿，民心就是天心，赢
得了民心，也就赢得了上天的欢心，为此周公提出了

“敬德保民”的思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
书·五子之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章句下》）、“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等思想，更是古代畏民思想的经典

表述。 二是敬畏权位。 敬畏意识是中国传统官德的

一个重要内容。 《尚书·大禹谟》所谓“慎乃有位，
敬修其可愿”，《周书·周官》所谓“位不期骄，禄不

期侈。 恭俭惟德，无载尔伪”等，说的都是对“官位”
要恪守恭敬、谦虚、谨慎和节俭的美德。 唐太宗李世

民曾感叹：“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

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

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 ［１０］正是

这种忧惧和自制促成了贞观之治。 三是敬畏法令。
法令是限制权力的公器，敬畏是内心的律条。 明代

方孝孺在《畏说》中就提出“士乎位则畏法令，畏小

民，畏公议” ［１１］等。 古代的敬畏伦理为当今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但这

种传统敬畏观在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
同我们当前坚持人民至上的敬畏观具有明显的历史

分野。 坚持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观点，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角度，常思贪欲之

害，常修为政之德，心存敬畏，慎独慎微。
２．敬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提出“敬畏”“自
我革命”这些概念，但其辩证法原理和建党学说中

包含了丰富的敬畏思想和自我革命思想。 马克思认

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

的和革命的。 坚持辩证法原理，要求中国共产党运

用对立统一规律，敢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对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统一”；运用量变质变

规律，为党员、干部提供了“滴水穿石”的革命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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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了“温水煮青蛙”的警醒；运用否定之否定规

律，为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提供了内在自觉［１２］ 。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国
家权力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从“社会产生但

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只要国家存在，就存在

着与社会（人民大众）脱离的可能性，这是人们必须

警惕和敬畏的。 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从社会的

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１３］５４。 无产阶级政党就

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从错误中成长。 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中评价巴黎公社时指出：“公社可不

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 它把自己的

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

众知道。” ［１３］１０９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

政党在建立之始容易受到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思想

的影响。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

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

民主派跑的。” ［１４］ 因此，他们提出要对这些非无产

阶级政党思想予以高度警惕、坚决批判和清除。 俄

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列宁特别重视党的纯洁性，
一方面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高度警惕，认为“如果说

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１５］ ；
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

度，认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

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

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１６］ 。
斯大林高度重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自我批

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被需要，只有日趋没落、注定要

衰亡的政党才会害怕光明和批评。 无产阶级的政党

正在向前迈进，正节节走向胜利，因此它不害怕批评

和自我批评［１７］ 。 历史也证明，当苏联共产党心存

敬畏意识、保持清醒头脑、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时候，就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相反，当其掩饰自己

的缺点、自己感到满足和欣然自得的时候，就逐步走

向了衰亡，苏联也走向了解体。
３．敬畏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光荣传统

一百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靠的

是什么？ 其中一个秘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怀有

一颗敬畏之心，不断开展自我革命。 八七会议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

指出：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
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

量。 延安整风运动针对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

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和行为，全面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到了很好的纯洁思想、纯洁

队伍的作用。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

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

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

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

薄弱者。” ［５］１４３８为了警惕被“糖衣炮弹”击中，毛泽

东提出了“两个务必” “坚决不当李自成”。 进入改

革开放后，如何对待手中的执政权力？ 邓小平同志

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

谨慎。 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

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１８］世纪之交，面
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江泽民在十五届中

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完整地提出了“提高领导水

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两大历史课题。 他告诫全党：“如果长期执政以后

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

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

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严重，以至滥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

益受到损害，那么，我们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

拥护和支持。” ［１９］ 在新世纪新阶段，着眼于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胡锦涛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

约和监督，也“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认真遵守中央关于廉洁自律的有关规

定，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刻警惕权力、金
钱、美色的诱惑，自觉防止权力滥用” ［２０］ 。 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心存敬

畏，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

长期保持下去的，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世界

大党而言，“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

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 ［２１］４３。 从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心存敬畏、自省自警、自我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

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光荣传统，必须长期坚持并

发扬光大。

三、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内容逻辑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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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

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精神追求，敬畏人

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
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

的政治本色。” ［２１］４４－４５“三种敬畏”内涵一致，反映

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三位一体，
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敬畏人民是党的自我革命

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敬畏组织是党的自我革命成功

的手段与保障，敬畏法纪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条

件与基础。 不管哪种敬畏，其核心都是如何行使手

中权力的问题。 树立对权力的敬畏感是党的自我革

命所着力解决的重点领域，以此为主线，构成了一个

以敬畏人民为根本、敬畏组织为核心、敬畏法纪为底

线的完整的廉政敬畏体系。
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

党本色。 “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服务于人民”既是

权力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党员干部用权时必须谨记

在心的原则。 权力是把双刃剑，对其缺乏敬畏，就难

以抵制权力的诱惑，用公权谋私利，就会遭到人民群

众的痛恨。 亚里士多德曾说：“群众对自己不得担

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
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

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

所损失了。” ［２２］只有心存敬畏，时刻谨记权力的服

务性和人民性，才能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才能有

战战兢兢的戒惧意念，也才能在严格服从法律规范

的基础上用好权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

强调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外

形势复杂多变，党员干部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

别坚定，“要守住权力关，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

感，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

权” ［２３］ 。 权力敬畏感一旦丧失，势必会造成对权力

行使的“任性”和“滥用”、对人民尊严的“侵犯”和

“践踏”、对党纪法规的“无视”和“逾越”。 为此，牢
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就需要正确处理用权和为民、用
权和组织、用权和守法的关系，做到敬畏人民、敬畏

组织、敬畏法纪。
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感，最根本的是处理好用权

和为民的关系。 敬畏人民，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最根本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敬畏体系

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回答了谁

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问题，鲜明地提出了人民

群众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

量这一重要论断。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

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

标志。 共产党人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用之于人民，并
受人民监督。 敬畏人民、信仰人民不仅是一种情感

和责任，也是一种对党的执政基础和共产党人的角

色使命的清醒认知。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之所以勇

于并且能够实现“自我革命”，根本原因就在于除了

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

的特殊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

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习近平指出：“不谋私

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

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

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
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２４］ 敬畏

人民，是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目标和归宿，是共产党

人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和廉洁用权的根本保障。
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感，核心是处理好用权和组

织的关系。 敬畏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敬畏体系的

鲜明标识。 马克思曾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

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

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２５］党员与党组织的关

系就是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党员只有在组织的教

育和培养下才能成长进步。 习近平指出：“好干部

不会自然而然产生。 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

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２６］ 我们党是一个有着严密

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组织是党员

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家园，党组织追求的事业是党员

的奋斗方向和力量源泉，组织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

鲜明的政治优势。 敬畏组织，就是要强化党的意识，
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高度认同党的领导和党的理论，完全彻底地执

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服从党的根本利益、
发展需要和铁的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

干什么就坚决不干。 当然，心存敬畏、忠于组织，不
是盲从愚忠，而是一种矢志不渝、心怀天下、克己奉

公的人格追求，是一种不掺任何杂质、不夹杂任何功

利色彩、纯粹为党工作的道德自觉。
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感，基础是处理好用权和守

法的关系。 敬畏法纪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敬畏体系的

底线要求。 敬畏党纪国法是敬畏人民、制度治党的

重要体现和根本保证。 无数事实表明，权力不受制

约必然导致腐败，权力不被监督必然导致滥用。 法

律是权力行使的准绳，法律的特点在于它的规范性、
９

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理路



普遍性、稳定性、国家强制性，可以有效制约权力行

使的主观随意性，不使权力逾越界限。 敬畏法律，就
是要尊法懂法，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其要义是

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做决策、想问题。 法律是

一条底线，也是一条红线，既不可触碰，更不可逾越。
每个党员、干部是否对法律抱持敬畏之心，反映的是

内心深处对法律的一种认知和态度。 “一个干部能

力有高低，但在遵纪守法上必须过硬，这个不能有差

别。” ［２７］对党员干部来讲，“法”包括国法，也包括党

规党纪。 在地位上，国法高于党规党纪；在要求上，
党规党纪严于国法。 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高标准

和守底线相结合，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

明确界限，敬法畏纪、遵规守矩，以确保“大道”不偏

离、“小节”不丧失。

四、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实践路径

　 　 心存敬畏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规

定，也是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内生力量。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

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

无妄动。” ［２３］自我革命从根本上看，也主要是依靠

自身力量解决问题，而非依靠其他外在力量，因此，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从内生机制入手，让党

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增强定力，永葆共

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
１．正心明道，以敬畏之心提高自我革命的自觉

正心明道，说的就是正其心思，明白道义，不逾

规矩。 破“心中贼”，根本在于心正、守正，心正才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人云：“吾闻古圣人之

治天下也，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司马光《交趾

献奇兽赋》），“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

察”（苏辙《上皇帝书》），强调心正才能心境平和、头
脑清醒。 党员干部的“心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进取之心对待党和国家的事业，以敬畏之心对

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以平常之心对待个人的名利地

位，从而保持内心的执着和清静，恪守心灵的从容和

淡定。 正心的“心”也指“良心”或者“羞耻心”。 习

近平强调：“良心和官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讲

官德首先要讲良心，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一个领导

干部良心的重要内涵。” ［２８］ 干部以权谋私，不仅丧

失了为官之德，也违背了做人的良心。 羞耻心则是

良心的一种作用机制，是指对自己的行为过失因羞

愧而产生耻辱感的心理体验，是一种自我意识、自我

谴责的道德情感。 羞耻心既是理性敬畏品质的情感

基础，也是自我革命的心理基础。 羞耻心可以唤起

党员、干部的内省机制和纠错机制，使党员、干部在

自省自责中与不道德行为保持必要的距离，一旦偏

离，能够迅速自我纠正，它是一道极为重要的道德堤

坝。 习近平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现象

重拳出击，但仍有一些干部我行我素、顶风违纪。
“他们不是不知道纪律规矩，而是根本没有敬畏之

心。”“没有敬畏之心，就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干得

出来。” ［２９］５３３习近平这里讲的“没有敬畏之心”实

际上是指“没有羞耻心”，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堤坝，
从而导致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所以进行自我革

命，必须培养共产党人的羞耻心，让他们在内心深处

唤起警戒意识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以保持共产

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２．直面问题，以敬畏之心提高刀刃向内的勇气

《道德经》中有“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风雨、走在时代前列，就在于

永葆自我革命的精神、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的

气魄，以一种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不断净化、超
越和革新自己。 １９４５ 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总结了革命经验教训，提出：“党正是在克服这

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 ［３０］ １９８１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

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

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 ［３１］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强调：“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
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

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３２］ 并把“自我革命”作
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 先进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

而成的。 心怀坦荡，大公无私，才不怕暴露自己的错

误；敬畏人民，敬畏自己的崇高事业，才有自我革命

的动力和勇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前

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一套自我

革命的“组合拳”，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

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出现了腐败手段隐

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面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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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除了有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外，还要有不敢

腐的道德敬畏和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以“君子检身，
常若有过”的态度经常检视发现自身的不足，做到

知耻而后勇，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
３．怀德自重，以敬畏之心提高自我净化的境界

怀德自重就是要把养德、怀德作为立身之本和

从政之基，自尊自重、自持自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

风亮节。 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会失足犯错

甚至锒铛入狱，就是未能正其心明其道，更没有做到

怀德自重，而是贪恋金钱、权力、美色，心有妄思，行
有妄动，最后受到法纪严惩。 正心明道、怀德自重，
不仅仅是自我的道德操守和内在修炼，更是永葆共

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一是心有所

向，坚定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

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
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组织起来的政党。 敬畏之心从

哪儿来？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中来。
只有信仰信念信心坚定了，对党的事业才能虔诚而

执着、至信而深厚。 共产党人要牢记党“是什么、要
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清醒认识到党在新征程上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

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增强党性修养，把牢政治方

向，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 二是心有所畏，强化共产

党人的底线自觉。 共产党人的敬畏之心，是因敬而

畏，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
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知敬畏、明底线，弄清楚

“何可为，何不可为”。 心中有了对底线的敬畏，行
动就不会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三是言有所戒，做到

共产党人的谨言慎言。 言为心声，共产党人说什么、
怎么说，不仅反映其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也体现着

党员形象、党的形象。 为此，共产党人务必做到谨言

慎言。 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言行规范在党纪法规约束之

中，在党言党，做到台上台下一致、会上会后一致，坚
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四是行有所止，保持共产党

人的慎初慎微。 “慎独”既是一种内在要求，也是一

种行为准绳。 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廉洁从政的清醒

和服务于民的坚定，慎初慎微，守住红线底线，做到

不在“月黑风高无人见”的自欺欺人中乱了心智，不
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花言巧语中迷了方向，不
在“富贵险中求”的侥幸心理中铤而走险，不在“法
不责众”的错误认识中恣意妄为，以内无妄思保证

外无妄动，最终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成为生活

日常。
４．增强定力，以敬畏之心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腐
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

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

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

锋号。” ［１］６９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最
根本的是党员、干部心存敬畏，增强拒腐防变的定

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特别强调：“加
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

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
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
不逾矩。” ［３３］何谓定力？ 定力是人们在面对各种诱

惑、困难或挫折时处事不乱、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

意志力和恒心，是人生修养渴望达到的一种境界。
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为共

产党人提高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毅力指明了努力方

向。 政治定力是排除各种干扰诱惑、坚定正确政治

立场和政治方向的能力。 政治定力是对一个共产党

人最基本的政治要求，缺少政治定力，很有可能在纷

繁复杂的形势变化中动摇信念、变节变向。 增强政

治定力，就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动摇自己固有的政治立场。 纪律

定力是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坚决执行党的纪律的能

力是党员、干部遵纪、守纪、执纪的集中体现。 增强

纪律定力就是要把纪律挺在前面，自觉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

生活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逾越纪律的底线和红

线。 道德定力是在面对诱惑或身处困境时，依然尊

崇道德信仰、坚守道德底线的能力。 面对纷繁复杂

的社会现实，共产党人要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

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做人、处事、用权、交
友中保持清廉高洁的品格和作风。 抵腐定力是自觉

抵制贪欲和诱惑、抵制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辨别力、
自控力和意志力。 消除腐败危险，增强抵腐定力，共
产党人要从自我做起，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传统

美德正心明道，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堤坝。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

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党历经百

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 越

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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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声中迷失自我。” ［２９］５４３新的赶考路上，唯有心存

敬畏、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
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确保党带领全体人民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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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ｒｅｆｕｓｅ ｔｏ ｂ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ｔａｉｎ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ｌ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ｅ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ｉｇ⁃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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