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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地廉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杨德兴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8）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党的发展历程一刻也离不开从严治党。自建党以来，我党

就高度重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吏，

核心是打造一支“打铁自身硬”的干部队伍。顺应人民大众的新期盼，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干部清正是关键。

包括廉吏文化在内的吴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吴地文化的典型代表①，

如澹台灭明的儒家文化、洞庭商帮的商业文化以及以范仲淹、暴式昭等为代表的廉吏文化等，

都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特质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吴地廉吏文化精神，增强文化影

响力，对于实现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吴地廉吏文化的历史研究

在中国诸多官德中，“廉”是处于首位的道德修养，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精华。

摘　要：古代廉吏的评价标准是“六廉”。尚德礼让、廉洁自律、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勤政爱民、

崇文向学是吴地廉吏文化的特质。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大力挖掘、弘扬吴地廉吏文化，对

打造德才兼备、廉政勤政的干部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坚持创新发展、法治思维、优化提升，坚

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是吴地廉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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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意义上的“吴地”，是一个地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吴地”，主要指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地区，包

含上海市、江苏的苏锡常三市，浙江的嘉兴、湖州的全部及镇江、杭州的个别县区（参见张永初：《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6 页）。广义上的“吴地”指大吴文化地区，大致包括长三角以南、钱塘江以北的全

部及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及江苏长江北岸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吴地的地域范围虽有所伸缩变化，学者们对吴地的界定

也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区域是苏锡常沪嘉杭地区。

 吴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吴文化，专指西周末年泰伯奔吴到春秋末期吴国灭亡 700 年间以及更早的文化，也

就是古吴地文化。广义的“吴文化”，是从古到今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区域大文化（参见虞澄：《吴文化的基本精神》，《吴

中学刊》1997 年第 4 期，第 1—6 页）。吴蕴慧认为吴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先吴文化、春秋吴国文化、后吴文化三个时期（参

见吴蕴慧：《吴地高校大学精神构建研究》，《学理论》2015 年第 3 期，第 206—208 页）。吴恩培教授也坚持广义的吴文化概

念，他对吴文化的定义是：“它泛指吴地区域人群自泰伯句吴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

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参见吴恩培：《吴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页）本文所讲的吴地和吴文化，

分别指的是狭义上的吴地和广义上的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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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生明，廉生威。”“廉”字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起码要求。杨昶先生认为“廉”的

本义为“堂屋的侧边”，是一个与建筑物有关的形声字，其含义是“平直、方正、狭窄、锋

利、有棱角”，进而引申为“品行端方、高洁、清正、节俭、公平、不苟、明察”等。[1]“廉

吏”的概念，始见于《周礼 • 小宰》：“以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2] 即善于治理、政令畅通、忠于职守、品行端正、严明

执法、明辨是非。后“六廉”逐渐演变成为我国古代用以评价官员优劣与否的标准。这六条

标准含有的“廉”字，强调了评价“廉吏”的标准是“以廉为本”。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的廉吏，但对官吏“廉”的评判标准 , 主要是

从道德修养、政绩表现和法纪素质三个方面考察，基本没有超出“六廉”规定的范畴 [3]。

吴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被梁启超誉为“吴学（吴文化学）研究第一人”

的清初学者顾亭林，提出“经世致用”，注重国计民生的务实研究，揭开了吴学研究的序幕。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处于亡国的危难时刻，以卫聚贤等人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

为标志，吴文化研究已走过八十多个春秋。吴文化研究迈出了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第一步 [4]。

目前，各界对吴地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出现了一大批有关吴地文化的专著、论文、学术研

究机构，成果蔚为大观 [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地廉吏研究相对还很单薄。从更广的

范围来看，目前对廉吏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个别廉吏为研究对象，探索廉

吏个体的思想对现代廉政建设的意义。刘振佳分析了孔子及其儒家廉吏思想理论对全力推进

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6]。康鹏详细介绍了被康熙皇帝评价为“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的事迹，于成龙一生为官清正俭朴，勤政爱民，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7] 徐雷、柳礼

泉剖析了晚清湖湘理学中坚人物—胡林翼的身心涵养之道，认为其在“立德”与“节欲”

两个方面取得的成效得益于“审己”“修心”的功夫。[8] 二是对廉吏的心灵进行解读，探索

廉吏品格的内在基础。苑秀丽等对中国古代廉吏的伦理人格和心理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廉

吏“廉洁自律，公而忘私”伦理品格的儒学基础是儒家人格理想。[9-10] 袁锦贵以盛行于社会

底层的民间清官文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传统社会廉政教育的内容与作用。[11] 三是以某一地

域的廉吏群体为着眼点，分析该特定群体的特点。张文广深入分析了山西阳城古代廉吏群体

的五个显著特征（以民为天、勤于政务、节用惠民、刚正不阿、清白有朴）。[12] 高春平以不同

的历史时代为线索，概括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八个方面（民本、崇德、公廉、慎刑、尚贤、

节用、教化、监督），并分析了古代山西清官廉吏的政治品质和高贵品性。[13]

目前，学者大多研究个别廉吏的情况，或探索廉吏个体的思想对廉政建设的意义，或对

古代廉吏的伦理基础进行解读，而把廉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成果甚少，针对吴地廉吏文化

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二、吴地廉吏文化的特质

吴地廉吏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

这些宝贵的廉吏文化遗产对当前研究如何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笔者梳理出吴地廉吏文化六个方面的特质。

（一）尚德礼让

吴地廉吏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崇尚道德、向上向善的传统，以谦逊礼让为德，把修德

摆在做人做事的首位。商末周初，泰伯、仲雍奔吴，建立了勾吴国。泰伯让国和季札让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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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名家喻户晓。被孔子称为“至德”的泰伯受王位而三让天下，他身上表现出的高尚道德风

范，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颂。季札，继承泰伯禅让之德，多次让王，其人品才能一直被世

人高度认可，称为“至德第三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一直占据着中国廉吏文化的道德高地。这些古圣先贤所开创、传承的向德礼让成为吴地廉吏

文化的内在旋律，有利于形成明德笃志的社会风尚 [10]。

（二）廉洁自律

吴地历史上曾诞生过许许多多以清廉著称的清官贤吏，他们为官清俭，淡泊物欲，深受

百姓爱戴。陆绩“怀橘遗亲”“巨石压舱”的故事光照千秋，巨石也就成了“廉石”。被习近

平总书记点赞过的陆贽，是中唐时期卓越的政治家，他廉洁自律 , 高风亮节，深得当时和后

人景仰 [14]。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两袖清风，刚正清廉，体察民意，身体力行。另一位苏州知

府况钟，在苏州为官十三年，厚植官德，关爱百姓，从严治吏，他那句“清风两袖朝天去，

不带江南一寸棉”，早已被人们津津乐道。[15] 唐朝著名宰相韩休的儿子韩滉，是典型的“官

二代”，身居高位而不骄奢。[16] 779 年，唐德宗即位后，韩滉先后担任苏州及润州刺史、镇

海军节度使等多个职位，以国为家，洁身自好。

（三）开放包容

太湖水孕育的吴地廉吏文化与生俱来地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气度。泰伯奔吴，

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礼仪文化，原土著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水乳交融，开启了吴地

文明新发展。季札奉吴王之令，先后出使中原地区的鲁、齐、郑、卫、晋等国，江南的文明

史因此大大提前，实现了中华文化上的突破。吴地不拘一格的开放用人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

吴文化的大发展，如齐国的孙武、楚国的伍子胥等对吴国的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地文化以开放的胸襟，对古楚文化、中原文化、越文化、儒家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各区域

文化和外来文化，博取众长，积极纳善，不断自我扬弃。

（四）开拓创新

吴地商品经济最早起步，自南宋后就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

发祥地，这离不开以开拓进取为核心品格的吴地廉吏文化的强力推动。鸦片战争后，中国最

早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就诞生在吴地。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

识之士，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主张变法自强，发展资本

主义工商业，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17] 吴地廉吏带领当地人民锐意创新，胸怀对民族、对

国家、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责任感，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努力追求社会和谐与进步。

（五）勤政爱民

吴地廉吏在任期间，民本为上，以人文情怀、良善之心关怀他人；励精图治，关注民生

疾苦，关心百姓利益。陆贽晚年被贬为忠州别驾，仍关心百姓疾苦。当地病疫流行，他殚精竭虑，

不顾个人安危，四处收集药方，供老百姓治病使用。“一代宰臣奏议经纶千载，十年别驾验

方医治万民”，是对陆贽一生的写照。[14] 秉持“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情怀的昆山人顾炎武，

忠义刚直，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积极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18]

（六）崇文向学

吴地自古就有对高层次文化和高雅艺术追求的传统，读书风气盛行，人才辈出。“自古

江南出才子”源于吴文化最深层的精神特质—“崇文”。从春秋时期吴地澹台子拜孔子为

师开始 , 吴地向学之风逐渐形成。宋范仲淹捐献全部祖居地办府学，倡导兴学。这种文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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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常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吴地成为创新型人才的摇篮。[19]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吴地

首创中国近代女学，推广普及女子教育，特别是女子职业教育，开全国之先河。[20] 吴地许多

官吏重视教化，志趣高雅，交友慎重 , 不近流俗。

三、吴地廉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吴地人民发扬“四千四万”的实干精神投身乡镇企业创办，使吴地成为

中国现代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吴地涌现出了“华西精神”“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苏州

工业园区经验”等一大批兼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色典型。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城市如苏州、

无锡、常州、上海、杭州都已提炼出各自的城市精神，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示了吴地廉

吏文化的历史沉淀和价值追求，在全省乃至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21]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

时代背景下，廉吏文化是有效遏制腐败、倡导廉洁奉公的力量源泉，廉吏文化可以约束引导

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促进廉政制度建设，培育社会廉政生态。

（一）坚持创新发展，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

独立性的大问题。”要坚定“四个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2] 我们党的干部与古代官吏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同样作为国家公

权力的执掌者，其自身是否清廉与国家兴亡密切攸关。

一是要充分挖掘廉吏文化资源，自媒体及传统媒体紧密结合，创新教育形式，以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二是注意把吴地廉吏的精神元素融入文化创意之中，打造特色廉吏文

化品牌，发挥文化的辐射作用。三是领导干部要适应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向先贤学习，

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转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勤政廉政。

（二）坚持法治思维，提升文化自觉

法治可以不断修正传统的廉吏思想，赋予廉吏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廉政建设不仅需要有

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内在的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吴地廉吏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以民为本、人

文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为爱国爱党教育提供了很多生动的素材。[23]

一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制度建设，讲规矩，守纪律，让法律制度、党规党纪

刚性运行，阳光运作。二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继承吴地廉吏文化“尚德向善”的传统，把“至德”精神进一步提升到现代价值观的高度，

丰富道德教育的内容。三是充分发挥吴地廉吏文化对市民情操陶冶、道德提升的重要作用，

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精神资源优势，使追求尚德廉洁、开拓创新的精神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

（三）坚持优化提升，实现文化自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增进文化自强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题中之意。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吴地廉吏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要进一步优化吴地廉吏文化区域整合功能，加快推动长三角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推

进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吴地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力量。

其次要继续凝炼吴地廉吏文化中的实干创新、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等优秀特质，打造具有吴

地廉吏文化特色的道德建设标准，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引领、示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构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最后要将廉吏文化转化为时代精神的内涵，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平台，以廉吏文化交流为纽带和推进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不可或缺的软支撑。

杨德兴：论吴地廉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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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corruptible 
Official Culture in the Wu Area 

YANG Dex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u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Suzhou 215008, China）

Abstract：The standard of evaluating ancient incorrupt officials is “Six Incorruptibility”. Courtesy, 
incorrupt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working 
diligently and loving the people, respecting culture and studying hard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in the Wu Area. In an all-out effort to enforce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as new 
normalc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excav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culture of 
the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in Wu Area. Adhering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though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optimization and promotion, the firm confidence of the culture,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lf-improvement of the culture are the path and choice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corruptible official culture in the Wu Area.
Key words：incorruptible officials in the Wu Area; cultur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rule by law; cultural 
confid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