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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独家】写作储备素材

专题一：爱国精神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人物事迹】

文天祥，宋末元初人。蒙古族侵略南宋时，他率领兵士保卫京城临安。临安失守后，他转移到南方，

与各将领抵抗敌人，保卫国家。后来兵败被俘，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终于壮烈牺牲。

【使用示例】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数爱国志士如璀璨的群星：“千古

离骚”的屈原、“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

谦……他们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气概，勇挑重担、不辱使命的高风亮节，为国争光、舍家

报国的志向，无不闪现出爱国主义的光辉。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

【人物事迹】

陆游，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是当时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南宋的黑暗统治，女真族的非法入侵使陆游坚定爱国复仇的强烈愿望，但是，摆在诗人眼前的是南宋小

朝廷的屈膝偷安，主和派地不断排斥、迫害爱国人物的残酷现实。85 岁的陆游怀着“死前恨不见中原”

的遗恨，和无极忧国忧民的悲愤，与世长辞了。在他瞑目之前，那顽强的生命火花，作了激情洋溢的爆

发，直抒胸臆的呤唱，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名诗《示儿》：“死去原知忘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

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激昂慷慨，雄浑豪放的短短 28 个字，直接表述了广大人民恢复国土的

愿望，洋溢着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使用示例】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

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

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53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54564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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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写怀》）

【人物事迹】

岳飞生活在北宋南宋交替的年代，是著名的反侵略民族英雄。当时北方的金国出兵攻打宋朝，从小

就立志报国的岳飞从军入伍，决心反击侵略，收复被金国夺占的土地。他训练出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

岳家军，在和入侵者的斗争中，屡建战功。在郾城一战中，岳飞率领岳家军击垮了金国的主力军，又穷

追不舍，到达了离故都汴京不远的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率部下渡过黄河，往北逃走了。岳飞也准备渡

河北上，彻底打败敌人，收复北方。不料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连下 12 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军，不准再

打。后来秦桧又诬告岳飞谋反，害死了这位大英雄。岳飞抗金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可他的爱国精神和斗

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到人民的怀念。

【使用示例】

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靖康耻，

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从小立志报国，训练出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屡建战功，

立志收复国家，后被奸臣迫害致死。他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更应先大

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永怀高尚的家国情怀。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

【人物事迹】

龚自珍，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

因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最后辞官南归，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

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

热情。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使用示例】

从“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到“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从“祖国如有难，汝当作前锋”

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爱国主义始终是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然而现实中，

一些人罔顾历史，污蔑英雄，大谈历史虚无主义；少数人甘当“精日”，仰人鼻息，损害国家形象和民

族尊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心中没有国家和民族的人，就无法回答时代之问，就不能找到灵魂归

宿，就无法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辛弃疾《破

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人物事迹】

辛弃疾，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

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辛弃疾一生以复国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

但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满怀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

【使用示例】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53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28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495552&ss_c=ssc.citiao.link


3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国知识

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专题二：诚实守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论语·为政》）

【人物事迹】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自己

也作为诚信的典范，让弟子以及后人们得益匪浅。在对待朋友的时候，孔子坚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在对待自己的承诺时，孔子坚持“言必信，行必果”；在劝诫当政者时，他强调“民无信不立”；而对

于无诚信之人，孔子给予的评价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使用示例】

诚信是立人之本。“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

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满嘴谎言的人是可耻的，更是可悲的，因为他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

基础，失掉了诚信，就会被排挤于社会之外，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论语·学而》）

【人物事迹】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也是个非常诚实守信的人。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也要去。

妻子哄孩子说，你不要去了，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赶集回来后，看见曾子真要杀猪，连忙上前阻止。

曾子说，你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会不信任你。说着，就把猪杀了。曾子不欺骗孩子，也培养了孩子讲信

用的品德。

【使用示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为诚信杀猪教

子的故事一直为我们津津乐道。十八大更是提出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不仅要求各级政府诚信执法，

更要求每位公务员诚信做人、诚信工作。基层公务员因其和群众关系的联系的独特优势，既有利于把握

群众脉搏，了解群众心声，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繁杂的事务，所以更应通过发扬诚信精神，在基层的进

步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咏商鞅诗》）

【人物事迹】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开始推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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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

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金，从此宣示与开展孝公变法，史

称“徙木立信”。北宋王安石，在《咏商鞅诗》中以“一言为重百金轻”，来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

【使用示例】

政府要切身做好表率。从古至今，政府的发展与诚信密切相关，政府官员也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践

行诚信行为，取信于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商鞅通过自身的举动获得了百姓的认

可，也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所有的政府官员在工作中都应该坚持诚信的信念，做好表率，也有利于

打造诚信政府。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人物事迹】

秦末项羽部将季布出言有信,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竭尽全力去做，且为人正直忠渝。他帮项羽打

了很多胜仗,后来项羽败于垓下,刘邦举国通缉季布,但由于季布因其言而有信而闻于世间,人们不但不

举报他,反而纷相保护他,使其免于祸害,后人遂得"一诺千金"这一成语。

【使用示例】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从商鞅立木取信，到季布一诺千金，诚信对于公民而言，是个人

美德，无信则不立;对于家庭而言，是良好家风，无信则不睦;对于企业而言，是黄金资产，无信则不兴;

对于国家而言，是公序良俗，无信则不宁。

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人物事迹】

西周时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

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犬戎进攻镐京，但因周幽王多次失信于诸侯，任凭烽火不断，就是没有一个

诸侯前来救援。很快，周朝的国都就被攻破了，周幽王被杀死，褒姒被抓走，西周灭亡。

【使用示例】

“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三番五次点燃烽火，只为展示诸侯

援兵匆忙赶来的狼狈不堪，换取佳人一笑;商鞅为推行变法，立木为信，承诺的五十两赏金分文不少，

最终变法得以顺利施行。诚信作为社会发展的奠基石，对构建诚信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诚

信建设，势在必行。

专题三：艰苦奋斗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人物事迹】

欧阳修，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3334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890&ss_c=ssc.citiao.link
http://www.shicimingju.com/book/dongzhoulieguozhi.html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4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1070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537&ss_c=ssc.citiao.link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A%94%E4%BB%A3%E5%8F%B2%E4%BC%B6%E5%AE%98%E4%BC%A0%E5%BA%8F&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BF%A7%E5%8A%B3%E5%8F%AF%E4%BB%A5%E5%85%B4%E5%9B%BD&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9%80%B8%E8%B1%AB%E5%8F%AF%E4%BB%A5%E4%BA%A1%E8%BA%AB&ch=ww.xqy.chain


5

可以亡身”，出自《五代史伶官传序》，是欧阳修在总结唐庄宗既得天下，后又失天下的原因时所说。

欧阳修指出，唐庄宗是因为他的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而成功，他的失败又是由于他居功自傲，贪图享乐。

可见，忧劳与逸豫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社稷是多么的重要。

【使用示例】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永立潮头，唯有奋斗者能乘

势而上。回看历史，是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推动“中国号”航船行驶到更加开阔的水域。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突破桎梏和束缚，极大释放社会活力，从按下红手印的小岗村，到“鸡毛换糖”的义乌，再到催生

创业浪潮的中关村，敢于吃苦、善于创新、勇于奋斗的中国人，用智慧和双手书写发展奇迹。总结中国

的发展历程，一个结论愈发清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

斗创造的。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

【人物事迹】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

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的“文道合一”、

“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使用示例】

做“强国一代”的奋斗者，需要勤于好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奋好学，

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推崇，不论是程门立雪的坚持，还是凿壁借光的执着，抑或是刺股悬梁坚韧，无不

给世人传达着一个道理，即要想有所作为，就离不开学习。同样，作为新时代当中的青年一代，更是如

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虽不用向先贤那样“偷光”学习，也不用向古人那样“饿其体肤”来自

我激励，但至少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好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只有勤奋好学才能不断充实

自我，也只有勤奋好学，才能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

【人物事迹】

李白，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

业。大鹏鸟是庄子哲学中自由的象征，理想的图腾。李白年轻时胸怀大志，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

伟的抱负。在此诗中，他以“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自比，这只大鹏即使是不借助风的力量，以它的

翅膀一搧，也能将沧溟之水一簸而干。

【使用示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太白的一首《上李邕》向世人表达出不论自己身处何境，

但也终要翱翔高空宇宙，驰骋于蓝天白云的愿景，而其体现出的“奋斗”也一直为世人所乐道，然而，

时至今日，更多的青年人却热衷于将自己归于佛系一员，看似洒脱，却也折射出当代青年不愿奋斗，逃

避生活的现实。作为青年一代，应当主动起来，争做“强国一代”的奋斗者。

https://wenwen.sogou.com/s/?w=%E9%80%B8%E8%B1%AB%E5%8F%AF%E4%BB%A5%E4%BA%A1%E8%BA%AB&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A%94%E4%BB%A3%E5%8F%B2%E4%BC%B6%E5%AE%98%E4%BC%A0%E5%BA%8F&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6%AC%A7%E9%98%B3%E4%BF%AE&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94%90%E5%BA%84%E5%AE%97&ch=ww.xqy.chain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4021542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54550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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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

【人物事迹】

郑板桥，清代文人画家，其诗书画，世称“三绝”。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当过十二

年七品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

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深得百姓拥戴。潍县富商云集，人

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

【使用示例】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奋斗往往是艰苦的、曲折的，甚至是长

期的，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也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坚韧。始终紧握奋斗之桨，高扬奋斗之帆，中国的发展必将在破浪扬帆中驶往梦想彼岸。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落第自勉联”）

【人物事迹】

蒲松龄，清代文学家，考取功名时，屡试不第，于是以勾践卧薪尝胆为联自勉：越国本已亡国，但

勾践等君臣忍辱负重、从大处著想，结果非但越国得以保全，最后一雪前耻，率领越军反灭了吴国，成

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使用示例】

成功从来就不容易，奋斗多有艰难困苦。“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尝了

十年的苦胆，勾践终于复国称霸;和亲安定不了边疆，苦战才能击退匈奴;水稻田的亩产是放不出卫星的，

最终还得靠袁隆平的苦研，分田到户的农民苦干才能实现自己自足;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直面困难、

埋头苦干的，往往最后笑的最甜。

专题四：廉洁奉公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

【人物事迹】

诸葛亮，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他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史书记载，他

全部的财产就是：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他和家人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诸葛亮不但自己生活俭朴，

还非常反感官员们贪图享受，执政期间，他大力倡导朴素廉洁的执政作风，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廉洁

奉公的官员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再加上严格的执法环境，久而久之，蜀国各级政府上行下效，勤政廉政

之风蔚然形成。

【使用示例】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在《诫子

书》中对儿子说的话，引申到当今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就是为官者当有德才兼备的品行，而追求享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299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92263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38928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39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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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怠慢懒散，是滋生腐败思想的土壤。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入京》）

【人物事迹】

于谦是明朝名臣。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官

至兵部尚书。天顺元年，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下狱而冤死。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掌权，作威作福，

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

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

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

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使用示例】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语短长。”古人清白自守的高风亮节为我们亮起了一盏长明不熄的“心

灯”。我们应以先贤为楷模，让廉政的春风吹到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田。当廉政成为每个人的

行动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实现时，我们的社会环境将焕然一新，这将是党之所幸、国之所幸、民之所

幸。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人物事迹】

范仲淹，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皇祐元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

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

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范

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

对后世影响深远。

【使用示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涌现出一大批廉洁从政为民

服务的好干部，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一个个普通而响亮的名字在神州大地传诵着，也在大江南

北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感动的热潮。但是，党内也出现了一批腐败分子，他们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买官

卖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赤壁赋》）

【人物事迹】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36 岁时到密州任军州事，上任之初，密州蝗灾严重。蝗灾

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苏轼“洒泪循城拾弃孩”，又费尽周折设法拨出数百担粮米，专门用于资助收养弃

儿的家庭，并张贴告示，凡领养弃儿的家庭由官府每月补助 6斗米，救活了成百上千濒临死亡的弃儿。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受贬谪。面对种种挫折，他淡定自若、随遇而安，将对物质和名利的追求抛于脑

后，一心为民请命。“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虽然在原文中作者是为了表达其乐观的生活态度，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460254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4857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46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1644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25866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13088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53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49650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7261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53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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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已衍生出其他含义，可借用来说明作官、为人都应清廉不贪，不是为我所有的东西，再微小也不能

苟取。

【使用示例】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共产党

人顶住了糖衣炮弹的袭击，以自身的清正廉洁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主流是

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宗旨，为政务实清廉。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还存在

着这样那样的不纯洁问题，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我们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

加以有效解决，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进一步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宋·包拯《乞不用赃吏》）

【人物事迹】

包拯，北宋名臣，是清廉的象征。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

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时，当时端州特

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

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

负担。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

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

【使用示例】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坚持廉洁奉公，要求干部官员不图虚名，踏实干事，清正

廉洁，为百姓做实事。坚持廉洁奉公，是新时期我们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必要前提，是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有效保障。坚持廉洁奉公，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让廉洁奉公之风汇集成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专题五：法治思想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人物事迹】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

政”，史称张居正改革。政治上，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

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

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

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

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

【使用示例】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2916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89795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432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05497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05497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7544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64093&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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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法治建设也是如此。没有精神的法治，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体，再刚性的法条

也难免沦为摆设。因此，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

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历史上，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感

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这种“使法必行之法”，其实质就

是法治精神。

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

【人物事迹】

荀子，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学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

学中自成一派。在人性问题，荀子主张性恶论，人性善是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

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

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

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

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

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

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

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

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使用示例】

法者，治之端也”，意为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大治的起点。此语出自《荀子·君道篇》。

荀子认为，一个国家严守法纪，才能兴旺繁荣；否则，国家一定会衰弱败亡。针对荀子的这个观点，东

汉王符作了进一步引申：“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哀公》）

【人物事迹】

战国时，邯郸籍著名思想家荀况，在他的不朽著作《 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是说：统治者像是一条船，而广大的民众犹如河水，水既可

以把船载负起来，也可以将船淹没掉。

【使用示例】

法治建设须用之于民。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民，因此，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

程中，要求我们要心中装着人民，理解他们、帮助他们、依靠他们。理解人民，让人民的喜乐悲欢充满

自己的工作过程，用普通人的心情设身处地思考人民的事情;帮助人民，尽职尽责地运用法律知识，解

决人民所需、所想、所急;依靠人民，古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永远是党坚强的后盾。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仲《管子·禁藏》）

【人物事迹】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6426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504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26954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26954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1012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24386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96685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17025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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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被誉为“法

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

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

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使用示例】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法对百姓

的重要作用。没有了法，社会将失去准绳;没有了法，公众权益将失去保障。但是，如同法治对公众很

重要那样，公众的支持和尊崇对法治建设同样十分关键。恰如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所提及的，人民的权益

要靠法治来维护，法治的权威也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班固《汉书·刑法志》）

【人物事迹】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居丧在家时，着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并开始撰写《汉书》。

东汉明帝水平年间，有人告其私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奔走上书，其书稿才得以送到京师。明

帝阅后，很赏识班固的才学，召为兰台令史。后又迁为郎，典校秘书。至汉章帝建初七年成《汉书》，

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为后世“正史”之楷模。

【使用示例】

法律是严肃的，是公平的，法律天生是保护弱者的。就如同班固说的一样：“夫法令者，所以抑暴

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这句话告诉我们：法律既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冷酷无情，法律承担着为

民服务的使命，因此，法治建设必须走群众路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育之于民。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82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55159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885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54564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53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70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0371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945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48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6426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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