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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领导干部如果产生浮躁之气，从浅层次看是一

种情绪、一种心理状态，从深层次看，则是为官从政的一种不良作风。浮

躁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必须戒此顽疾。”“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

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党政干部作为社会管理的中流砥

柱，人们总寄予极高的社会期望，其心理和谐、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管理

的效率和科学性。高度重视党政干部的心身健康，不仅是一个心理、医学

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历史上各种

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创造的、

为中华民族世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以外，还包含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

教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

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民风习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

诸多层面。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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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思想主流。道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英

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

想。”儒、释、道思想以及诸子百家思想，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影响和改造着中国的学术思想、道德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等，从而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 

课题研究紧紧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党政干部和谐心态塑造研究”展

开。首先，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谐观念、尚和心理的文化

渊源、尚和思想的文化表现形式等内容；其次，以自我和谐作为和谐心态

评估指标，探讨了人口学变量、本土文化中的自我意识、群体本位思想、

传统人生价值观、传统情欲思想与自我和谐的关系及模型分析；最后，从

中华传统文化角度，对党政干部和谐心态塑造进行分析与论证。 

在课题调研时，天津行政学院科研处、学员处及基层政府部门给予极

大的支持和帮助；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我的导师李洪玉教授（天津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的指导；在课题研究、撰写过程中，参阅大量专家学者

的文章、专著，引用相关观点及论述，如未注明参引之处，敬请谅解，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传统文化纵贯中国漫长历史长河，本研究主要以秦汉及先秦诸子

百家思想为主要切入点，在塑造党政干部和谐心态论述方面可能存在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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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见，这是本研究不足之一；在调研和数据采集时，考虑到多变量研究及

量表条目较多，尽可能保证数据获得的真实性，对调研内容、对象采取分

阶段进行，自我和谐缺乏多因素整体模型分析，这是本研究不足之二。由

于本人知识所限，研究存在的不足或存在的错误，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批

评指正，再此表示感谢。 

张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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