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
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
代可靠接班人。关键在党，
就是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关键在人，就是要不断增强
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的精神
和担当能力。当前，我国正
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期，
国内外矛盾的复杂多变期，
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
迫切需要党的领导干部以
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勇于
担当的精神，带领人民群众
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和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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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
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
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
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
式。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民主
生活会制度，是保证党的团结统
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一大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
局结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深入
改进作风和开展“三严三实”等专
题教育，分别召开民主生活会，为
全党作出了示范。“法令既行，纪
律自正。”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
导干部要向党中央看齐，严格执
行民主生活会制度，用“三味良
药”，开好民主生活会，不断增强
班子凝聚力向心力。

用“党味”锤炼党性。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党内政
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
性、战斗性。民主生活会制度作
为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一
件“法宝”，我们必须长期坚
持 、 认 真 落 实 。 但 在 个 别 地
方，民主生活会被开成了“高
谈阔论”的念稿会、“一团和
气”的太平会、“摆困难倒苦
水”的谈心会。有的过组织生
活“走马观花”，应付了之；有
的 借 开 民 主 生 活 会 之 机 ， 行

“拍马逢迎”之实；有的“怕”
字 当 头 ， 畏 首 畏 尾 ， 怕 得 罪
人，提问题不痛不痒。这就要
求 党 员 干 部 始 终 坚 持 问 题 导
向，摆正自己、摆正位置、摆
正心态，严格对照 《党章》、党
内纪律法规的要求，深刻反思
政治立场是否坚定、政治素质
是 否 过 硬 、 政 治 底 色 是 否 鲜
明；通过自我评判、自我革新，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补足“精神
之钙”。

用“辣味”强化纪律。召开
民 主 生 活 会 ， 要 用 好 批 评 之

“矛”，要有“辣味”，让干部在
红脸出汗之余反躬自省、深刻检
讨，达到“排排毒、治治病”的
效果。有些同志怕得罪人，不
敢、不愿批评别人，不愿指出别
人的问题和不足，充当“好好先
生”。如此民主生活会能发现和
解决多少实质性问题？这就要求
党员干部必须祛除形式主义的病
症、消除麻木不仁的心理、克服
视若无睹的心态，增添几分“不
怕辣”的干劲、“怕不辣”的狠
劲、“辣不怕”的韧劲，紧扣主
题不跑偏，紧盯问题不放松，敢
于一针见血提意见、实事求是点
问题，开诚布公亮丑、戳中要害
揭短，既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指
正，也诚心指出他人问题、帮助
他人解决问题。

用“真味”净化作风。民主
生活会开展得好不好，需要通过
会后的整改效果来体现。要谨防

“会上激动，会后不动”现象的
发生，对于民主生活会上所提问
题，需要实实在在地罗列整改清
单，落实整改措施，更需要党员
干部真正查找问题、解决问题。
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民主生活
会制度，使之更具可行性和可操
作性，对思想不重视、查摆问题
不到位的干部进行追责，提高会
议质量；另一方面，上级党组织
指导监督要到位，要善于抓住问
题的“牛鼻子”，深入查找分析
问题整改不到位的根源，层层落
实责任，细化整改措施，确保落
实落细；坚决杜绝“雷声大，雨
点小”，强化对整改情况“回头
看”，强化督查问责，敢于“打
板子”。

用“三味良药”
开好民主生活会

今年 1 月 9 日，时值明代著名
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王阳明逝世 490周年纪念日，市社
科院 （市王阳明研究院） 联合省儒
学学会、余姚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
了王阳明逝世 490周年纪念仪式暨
阳明心学报告会等系列学术活动，
以纪念阳明先生，弘扬阳明思想，
传承阳明文化。

省儒学学会会长、市王阳明研
究院名誉院长吴光在纪念仪式上指
出，阳明先生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

“真三不朽者”，究其一生学术，讲
学于大江南北，确立了以“良知”
为本体、“致良知”为方法、“知行
合一”为工夫、“明德亲民”为政
治应用的阳明心学思想体系，凝聚
了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阳明心
学精神。这个心学精神，就是以道
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精神，以

“明德亲民”为政治主张的人文主
义精神，以“折中朱陆、会通佛
老”为特色的“多元包容”精神，以

“知行合一”为宗旨的力行实践精
神。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对于当代
开展全民道德教育、干部廉政教育、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位知名学者分别作了阳明心
学报告。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教授表
示，虽然浙江与贵州在地理上相隔
甚远，不过因为阳明先生的关系，
两地的专家学者有了更好的交流与

沟通。阳明先生的一生是“此心光
明，亦复何言”。因此，关于阳明
先生的研究就是要加深了解，共同
研究。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
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教授分享了
他对阳明精神的理解：尽管王阳明
生活的时代距今已跨越了近五百
年，但阳明先生从来没有故步自
封，而是积极进取，充分融合。王
阳明的良知心学并不是僵死的学
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
义的鲜活文化，在阳明先生身上体
现了一种多元的文化取向，为全球
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
了历史的借鉴，我们应当深入发掘
并发扬光大。

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所
长、韩国阳明学会会长金世贞教授
在报告中数次提到，北宋时期的官
方船队从宁波出发出访高丽，以及
位于月湖景区的高丽使馆旧址，这
些都是宁波与高丽互通交流的最好
见证。今天，中国与韩国对于阳明
心学的研究愈发深入，可以从东北
亚甚至全亚洲的高度来探究阳明心
学的意义，为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发
展探索新的途径。

此外，作为阳明心学研究重大
招标课题的《王阳明大辞典》举行了
首次编纂工作会议，编纂工作也同
时启动。与会专家表示，编纂团队将
齐心协力，抓紧时间高质量地完成
研究任务。 （李磊明 文/摄）

深入挖掘 加强交流 传承弘扬
纪念王阳明逝世49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举行

汪广松

从了庵桂悟开始，至明治维新
时期，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达到鼎
盛。二战以后，阳明学在经济管理领
域取得成功。日本对阳明学的活学
活用是可资我们借鉴的。

第一、阳明学既是道又是
术

据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记
载，他听到有人问王阳明：“用兵有
术否？”王阳明并没有说兵法（虽然
他精研兵书），他只是说：“用兵何
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
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
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
动之间。”用兵没有方法，兵法全部
都是心法，只要养心不动，临阵自然
能打仗。同理，经营何术？也没有术，
只要“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所
谓利害得失，荣辱祸福都不能让他
动心，这样就可以用人，可以用兵，
可以用钱了。不动心并非是指心如
死水，而是在“思虑萌动处”省察克
治，持正念，坚贞不二。

《传习录》曰：“诸君只要常常怀
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
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
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
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
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
亦自能不动。”致良知既是心性工
夫，是达成天理，致得良知；同时也
是术，致良知是养心不动的方法。

既然修心工夫可以用之于军

事，那么也可以用之于经济发展、企
业经营管理。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其
实，“管理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
就是让每一个人凭良知做事——在

‘意念发动’之时，‘对错误的意念正
心’。”而公平交易、效率竞争、客户
价值、责任沟通等现代经济伦理，都
是在人心里边存在的，是“良知”，因
此经营管理只是要“致良知”。这种
思想乃是阳明学的现代化表达，虽
然通俗但极其明白、简易可行。

第二、成圣成贤可为现代
企业家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

日本企业对阳明学的应用，或
者说儒家的现代化转型，是将阳明
学从政治领域应用到经济领域。日
本企业界非常关注王阳明的良知体
系，他们认为“王阳明解决了知行合
一的世界难题，强调做事只需要凭
着良知去做。所有管理道理，是良知
的一部分，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人
人皆可为圣贤”。

传统儒家有“修齐治平”的思想
与实践路径，在现代化条件下，从个
人到家，再到国、天下，这条路依然存
在，但更多的是用企业、单位替换了
国与天下。修身齐家依然重要，传统
学问依然可用，只是可以不必走封建
时代“治国平天下”这条为政之路，而
是可以治企业（单位），在经济领域大
展身手。实际上，一些大型跨国企业

（公司），其经济体量甚至超过一个小
国，治企或也可以看作是“治国”。

“平天下”的概念一方面可以相
应于全球化，这是空间的扩大；另一

方面也贴近传统思想，《易经·系辞》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
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
业。”将道器适时变通，行之天下之
民，这样的事业就是“平天下”，以当
代而言，就是从封建时代的“家天
下”走向现代社会的“民天下”。

大型跨国企业和重要国际经济
组织丰富了社会单元和活力，“修齐
治平”可以在经济领域重新走通，
大型企业、大型公司领导人不妨借
鉴传统政治领导人的道德修养，以
成圣成贤为人生目标，以自利利他
为企业目的，构建以阳明学为灵魂
的企业文化。

第三、知行合一，以心为
本，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
管理

稻盛和夫被称为“日本经营之
圣”，他非常推崇王阳明，良知学说
贯穿在他的经营哲学中。他的经营
哲学重视心性修养、道德实践，但并
不回避利润，他继承了梅岩心学中
的商业伦理思想，认可商业有用论
和盈利正当论，提倡光明正大地追
求利润。他也坚持梅岩的正直盈利
论，发展出“做人何为正确”的经营
理念，提倡动机至善，没有私心。他
判断一件事是否有道理，不光只看
它是否符合逻辑，还要看它是不是
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与人类价值
的相关程度如何。

与此相应的是稻盛和夫经营哲
学中的“利他”思想，与商业经营似

乎格格不入，但这种思想实在是日
本企业文化的核心，也闪耀着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的光辉。稻盛和夫的

“利他”思想直接来源于西乡隆盛，
《南洲翁遗训》第一条就认为领导者
决不可挟半点私心，这种无私利他
是做人原则，也是商业原则，所谓得
道多助失道寡助。稻盛和夫在与杨
澜的对话中曾说：“我非常喜欢西乡
隆盛，他对中国的阳明学说有相当
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被流放荒岛，
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他经常
说，如果是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
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
命、忘却自我的人。”

稻盛和夫的经营实践及其哲学
表明，传统学问如阳明学并非与现
代经营格格不入，而是可以实际运
用。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超越
单纯经济目的，需要文化哲学引领，
而企业最根本的竞争其实是企业文
化的竞争，必须坚持企业文化建设
的中国特色与文化自信，强调企业
文化建设中的政治意识与哲学意
识，建设具备中国作风、中国作派的
企业文化。在这方面，阳明学可以提
供源源不绝的思想文化资源。

王阳明曾说：“若人真肯在良
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
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
变无言。此曾子之所谓守约，自反
而缩，虽千万人吾往者也。”以此
行之当世，不论是做人，做企业，

“自能应变无言”。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

与传播学院）

推动构建以阳明学为灵魂的企业文化
——以日本企业对阳明学的应用为例

张永明

一、不断增强领导干部
勇于担当的精神，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
的根本宗旨，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价
值追求。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始终牢
记党的宗旨，才能树立担当精神，
才能当好人民的好干部。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
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
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
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
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领导干部要增强担
当精神，必须树立责任意识。树立
责任意识是取得工作成效的前提，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
当、失责必追究，“看一个领导干
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
有没有担当精神”。树立勇于担当
意识，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增强责
任意识，就是要立足本职工作，在
工作中保持一种危机意识、忧患意
识、进取意识，从而推动工作不断
发展。增强责任意识，还要做到爱
岗敬业，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埋头

苦干成就一番事业。增强责任意
识，更要不断进取，以高标准要求
自己，克服得过且过的心态，始终
保持高昂的奋斗精神，在争先创优
活动中勇攀高峰。

二、不断增强领导干部
的担当精神，加强对领导干
部的激励

有效的激励可以激发领导干部
干事创业的担当精神，调动领导干
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要以优秀
干部为榜样，激励干部的担当精
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
样可以激发人、引导人。要用党
的 优 秀 干 部 激 励 干 部 的 担 当 精
神，宣传他们为党为人民踏实工
作，勇于担当的先进事迹。要用
本行业本单位本地区的优秀干部
激发干部的担当精神，大张旗鼓
地宣传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使
勇于担当的干部得到社会认可，
形成勇于担当者光荣、逃避责任
者可耻的政治氛围和担当干事的
价值取向。要以事业发展激励干
部的担当精神，使那些敢于担当
负责的干部有“盼头”、有“奔
头”，让那些真心干事勇于担当的
干部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要
以适当的物质奖励激励干部的担
当精神。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对认真负责积极担当的领
导干部，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通
过设立奖励基金，提升工资级别等
方式让那些真心干事、勇于担当的
领导干部得到应有的劳动报酬。

三、不断增强领导干部
的担当精神，强化对党员领
导干部的监督

70 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窑洞，面对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
的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
律”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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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要防止领导干部精神懈怠、担
当精神缺失，加强对领导干部的
监督是关键。要明确领导干部职
责清单，做到监督有据。根据领
导干部的不同岗位，分别制定职
责清单，作为干部考核的基本依
据。对缺乏担当精神，不能完成
基 本 职 责 的 领 导 干 部 要 进 行 问
责，对不能胜任工作的还要调整
岗位或降职，让混日子的干部有
压 力 感 紧 迫 感 。 要 拓 展 监 督 途
径，做到监督有方。要积极推广
网络问政问效，形成社会问责压
力，要以区县 （市） 为单位建立
网络问政问效平台，让每个基层
领导干部随时接受社会监督。要

强化监督问责，确保监督有效。

四、不断增强领导干部
的担当精神，形成综合治理
“担当缺失”合力

要发挥各级党委在治理干部担
当缺失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党委每
年牵头组织一次大督察，将督察结
果和领导干部的使用相结合，兑
现 “ 有 为 才 有 位 ， 有 位 就 要 有
为 ， 为 官 就 要 为 民 ” 的 用 人 导
向。要积极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
红红脸、出出汗，及时找出领导
干部工作中担当缺失的问题，分
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措
施。纪检监察部门要负责日常性
的督查和惩处，将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作
为监督和查办重点，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限期责令整改，
对涉嫌违纪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保护干
部 担 当 精 神 。 领 导 干 部 在 工 作
中，只要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在
工作中即使出现一定失误，应给
予适当的宽容，免除干部勇于担
当带来风险的后顾之忧，让其“甩
开膀子”“放下包袱”大胆干事。
（作者为市党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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