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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

慎独
”
道德精神及其现实价值

张 世 友
( 涪陵师范学院 社科部

,

重庆 4 0 8 0 0 3)

摘 要
: “

慎独
”

是传统儒 学倡导的修身方法和推崇 的修养境界
,

其蕴涵 着相 当丰富而 深邃 的道德精神
。

全 面

系统地梳理 和论释传统
“

慎独
”

的道德精神
,

不仅 能深 入领 悟
“
慎 独

”
在古代道德 实践 中发挥 过的重要作用

,

而且 更

能发掘
“

慎独
”

对今 天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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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精神即道德实质
、

道德要 旨
,

是人们在具体道德实

践中逐渐积淀起来 的道德精要所 在
。 “

慎独
”
是我国传统儒

学伦理中道德实践的重要 内容
,

自先秦儒家开始
,

便受到历

代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诊释性发挥
,

形成 了包融诸多道德精神

的重要思想
。 “

慎独
”

思 想不仅在古代的道德实践中发挥过

重要作用
,

而且对今 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

的现实价值
。

慎和独作为单一概念
,

曾广 泛见于先秦典籍
。

在儒家经

典之一的《 尚书 》中
, “

慎
”

字见 于
“

克慎明德
” ,

意为能够谨慎

地明察德行
; “

独
”

字见于
“

无虐载独
” ,

意为不要虐待鳄寡孤

独
、

无依无靠之人
。

《诗经 》中无
“

慎独
”

范畴 出现
,

但却暗含

后来慎独学说的义蕴
。

《大雅
·

思齐 》云
: “

琶岂在宫
,

肃肃在

庙
,

不显亦 临
,

无射亦保
。 ”

大意为
,

一个人虽于幽隐之 中而心

存戒惧
,

有所持守
,

不可 患肆妄为
。

这显然是潜在的
“

慎 独
”

思想
。

战 国至秦汉 之际
, “

慎独
”

开 始作为 独立 范 畴 出现
。

《礼记 》中的 《大学 》
、

《中庸 》两章开 宗 明义 提 出慎独思 想
。

《中庸 》曰
: “

莫见乎隐
,

莫显乎微
,

故君 子慎其独也
。 ”
《大学 》

讲
: “

如恶恶臭
,

如好好色
,

此之谓自谦
,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
”

“

慎独
”
作为儒学伦理 的重要 修身 内容及 历代社会倡 导

的美德
,

大致包含着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
。

从 狭义上说
, “

慎

独
”

一般指
“

慎其独处之所为
” ,

即独处无人时
,

自己 的行 为与

思想要谨慎不苟
。

因为
,

从常理看
,

人们处于纪律 约束和他

人的监督之下
,

往往能够遵守道德规范
,

基本做到循规蹈矩
。

而在外界压力消失
,

没有他人监督的时候
,

因不担心被他人

发现而受罚
,

就会放松对 自己 的要求
,

行 为也 可能 出现偏差
。

这种
“

慎独
”

表明的显然仅仅是
“

唯独
” 。

而事实上
,

先贤哲人

眼里的
“

慎独
” ,

除狭义 的
“
唯独

”
要 求外

,

这个
“

独
” ,

还 当为
“

泛独
” ,

即
“

慎独而不独
” ,

这就 是广义 的
“

慎独
” ,

也就是
“

唯

独
”

再加上
“

慎其无人监督之所 为
” 。

不 管有无人 知
,

都要 一

丝不苟地按照道德规范做人做事
, “

人前人后一个样
” ,

绝 不

因
“

不为人知
”
而为不该为之事

,

也不因
“
以为人知

”

而做表面

文章
。

不因他人监督 而弃恶
,

也不 因他人监督 而为善
,

总是

以社会 的道 德规范为准则
,

自我监 督
、

自我克制
、

自我完善
,

为善弃恶
。

无论何时何地
,

都做到行为高尚
,

言行一致
,

表里

如一
。 “

君子慎其独
,

非特 显明之处是如此
,

虽至微 至隐
,

人

所不知之地
,

亦常慎之
。

小处如此
,

大处 亦如此
,

显明处 如

此
,

隐微处亦如此
。

表里内外
,

粗精隐现
,

无不慎之
”

〔1玉 卷六

十四 )
。

“

慎独
”

思想直到今天仍然熠熠 放光
,

没有因时代的变迁

而褪色
,

没有因政权 的更替而消失
,

原因何在 呢 ? 只缘 于其

本身蕴涵着深邃而强有力 的充分体现人 主体能动性 的 自律

力量
。

一直以来
, “

慎独
”
不 管是被直接从修养论 角度

,

作为

一种自我道德修养方 法来推崇
,

还是上升 到境 界论的高度
,

作为一种经由 自我道德修养后达到的境界来看待
,

都明显昭

示出人的一种本质精神
: “

相在尔室
,

尚不愧于屋漏
。

无 日不

显
,

莫予云观
,

神之格思
,

不可度思
.

别可射思
。
”
[ 2丑((( 诗经

·

大

雅 》 ) 即于暗室屋漏之中
,

不睹不闻之际
,

也应做到问心无愧 』 ;

要以为屋里漆黑一团
,

无人监督
,

便失去兢兢业业之心
。

换句

话说
,

不管别人在场不在场
,

注意不注意
,

都要 自觉谨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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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和行为
,

自觉遵守道德规范
,

自觉防止违背道德的观念

或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言行
,

做一个真正的道德高 尚的人
。

“

慎独
”

能够受到历代德育思想 家们的高度重视
,

究其根

源
,

关键在于
“

慎 独
”

被长期作为
“

人德 之方 叮 3口(卷八 )
,

强调

人们在独处无人 监督的情况 下
.

能 够严格要 求 自己
,

自我约

束
,

自我监督
.

谨慎地遵守道德 原则
,

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行

事
,

不做任何不符合道德的事情
。 “

慎独
”

的这种对 自己严格

要求的 自律思想
,

其实包容着相 当广裹精深 的道德精神
。

概

言之
,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 一 ) 诚己正心的
“

慎隐慎微
”

精神
。

儒家经 典《 中庸 》说
:

“

道也者
,

不可须臾离也
,

可离非道也
。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
,

恐惧乎其所不闻
。

莫见乎隐
.

莫显乎微
,

故君子慎其独

也
。 ”

这里强调
“

道
” “

不可须臾 离
”

正是
“

慎独
”

得以成立 的理论

根据
。

作为君子即便 是在他人看不见
、

听不到 自己 言行的时

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 自己
。

虽独处之时人所不知
,

但越是隐

蔽的地方越是 明显
,

越是 细微 的地方 越是显著
, “

人有是心在

隐微
,

必乘间而见
,

故君子虽处幽独
,

防亦不懈
”

[ 4口( 《正蒙
·

神

化 )))
。

由于
“

幽微者
,

显之 原也
;
孤独者

,

见之 端也
’ `

[习
,

幽 微

比显见处 于更为根本 的地位
, “

到得隐微之 间
,

人所 易忽
”
[ l 〕

(卷六十二 )
,

也就是说
,

隐微之地
,

人们更 容易放 松 自己
,

故 程

端蒙在 《性理字训
·

学力 》中才明确 强调
: “

幽隐细微
,

必谨 其

几
,

是 日慎独
。 ”

意思是说
,

在无人所 知
、

无人所 见的幽隐细微

之地
,

必须特别警惕自己 的恶性
,

戒慎 自己 萌动的善恶意念
,

自己当自己的监督者
,

才能称为真正的慎独
。

( 二 ) 自我约束的
“

慎言慎行
”

精神
。

《诗
·

大雅
·

抑 》云
:

“

白圭之站
,

尚可磨也
。

斯言之 站
,

不 可为也
。 ”

就 是说
,

白玉

之瑕还较容易磨去
,

但 言语若 有错误却 很难把 它收 回
。

《左

传
·

昭公八年 》中也有
“

君子之言
,

信而有征
”

的话
,

强调说话

要有凭据
,

认为信 口 开河是结 怨招 祸的根由
。

孔 子则直接以

“
i内于言而敏于行气 2」( 《论语

·

里仁 》 )作 为仁人 的重要标 志
,

强调言行必须谨慎
,

反对言过其实
,

反对巧言令色取悦于人
。

就连极少 言道德修养 的老子
,

也有
“

轻诺必寡信
”
仁6取六十 三

章 )
、 “

信言不美
,

美言 不信叮 6 〕( 八十一章 ) 这样 的隽语名言
。

《易传 》把能否
“

谨言行
”

作 为事 之成败 的重要 因素
, 《礼记

·

绪衣 》告诫君子要
“

谨于 言而慎 于行
” 。

稽 康 的《家诫 》
、

颜之

推《颜氏家训 》把谨言慎行引为训诫 后代的重要 内容
。

宋 明

理学家更把 言语行为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 面
,

教导弟子多

在言行上省察 克制
,

不敢有 丝毫放逸
,

并不 止一次地强 调在
“

人所不知而己独 知
”

时
,

要 注意检点 自己 的言语 和行为
,

保

持乐观坦荡的精神风貌
,

谨慎 不至 于拘 泥
,

洒脱不至于放逸
,

修养健全 的人格
。

( 三 ) 理性自觉 的
“

慎欲慎辨
”

精神
。

先秦时期
,

道家 首先

对
“

欲
”

发难
,

认为嗜欲害性害身害国
,

提出
“

罪莫大于可欲
”
匹〕

(四十六章 )
, “

其嗜欲深者
.

其天机 浅
”

[ 7」( 《 大宗师 》 )
。

墨家也

讲
“

欲恶
,

伤生损寿
”
「8〕( 《经说 下 》 )

.

主张去欲而用仁义
。

儒家

对
“

欲
”

虽不囿于 极端认识
,

却也认定欲之过分放纵会招致 祸

患
,

多欲伤德
,

强调
“

贪欲者
,

众恶之本
;
寡欲者

,

众善之基
”

仁9」

(《慎言
·

见 闻篇 )))
。

呼吁
“

养心 莫善 于寡欲
”
「2」( 《孟 子

·

尽心

下 )))
, “

欲慎其独
,

心 不可有须臾之 动
”
「10 」( 《复 性书 中 》 )

。

人

要恢复清净本性
,

必须扼制人 欲
,

对 欲望道德与否进 行谨慎

审视与合理追求
。

至于
“

慎辨
” ,

《 中庸 》有 如下 表述
: “

诚 之

者
,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

博学之
,

审问之
,

慎思之
,

明辨之
,

笃

行之
。 ”
口〕意谓君子 要努力做到真诚

,

就要选 择美好 的 目标

执着追求
:

广 泛学 习
,

详细询问
,

周密思考
,

明确辨别
,

笃实践

行
。

以此为蓝本
,

明清学者 王夫之在 《读 四书大全说 》中
,

针

对人 自身修养过程进一 步作了这样 的阐释
: “

聪必历 于声而

始辨
,

明必择于色而始晰
,

心出于思而得之
,

不思则不得也
。 ”

即是说
,

人们在进行 自身道德修养过程 中
,

决不能随意轻信

盲从
,

必须对所为之事谨慎思考和辨析
,

方能最终有所收获
。

( 四 ) 坚持不懈 的
“

慎始慎终
”

精神
。

就
“

慎独
”

本 意而言
,

不论是 《大学 》
、

《中庸 》阐释的
“

慎 独
”

是为隐微处 自慎
,

还 是

李翱
、

朱熹认为的
“

慎独
”

是对一个人 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 未

发作时的一种警 觉
,

是 防患于未然 的意思
,

我 们都能看 出惜

守
“

慎独
”

的另一 层修养含 义
, “

慎 独二字
,

无论远 近终始
,

都

是滚作一段
,

更无可间断离析处
,

不可须臾离吓 H习(卷二十三
,

《天 关语通录 》 )
。

不管做什么事情
,

只要从一开始就慎重对待
,

开个好头
,

并一如既往
,

持之 以恒地努力和锻炼
,

慎终 于始
,

就能善始善终
。

同时
,

也只有
“

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
,

听之

不闻而变其情
”
〔12 〕以慎 独 》 )

,

慎终如始
,

方能 领悟
“

慎独
”

修

养方法的真正意蕴
。

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认为
,

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

承性
。

一般优秀道德
,

都具有一 种特殊 的适应 现实的功 能
,

不管社会现实如何变
,

该 道德 的精华部分
,

总是能够 为新 时

代所吸取
、

利用
,

它总是能够在新道德 的建设 中
,

显示出 自己

特有的价值
。

从深层次看传统
“

慎独
” ,

它主要是蕴涵 了一种

道德主体自觉克制自己
,

长期不违 背仁德
, “

能慎 独
,

故能克

己不贰过
,

而至于三月 不违
”
[ 1 3」(卷二十二

、

《 山东乡试 录 》 ) 的

道德精神
。

由于有这种精神的强力支撑
, “

慎独
”

思 想才经 受

住 了历代道德实践的洗礼
,

直到现在仍然兴盛 不衰
。 “

慎独
”

作为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精华部分
,

它在道德实践 中的辉煌

成就不仅没有被无情 的岁月所掩埋
,

恰恰 相反
,

在 今天的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场景中
,

却更加 绽放 出了耀 眼光环
,

呈现 出

了对道德主体修身实践 的重要现实价值
。

( 一 )传统
“

慎独
”

道德精神有助于增 强现实道德 主体修

身养性的真诚性
。

诚
,

是包含在
“

慎独
”

中的一种真实不欺的

美德
, “

慎独
”

是以
“

诚
”

为前提 的
。

孟子 说
: “

思诚者
,

人 之道

也
。

至诚 而不动者
,

未之有也
;不诚

,

未有能动者也
。 ”

[ 2」(《孟

子
·

离娄上 》 )荀 子则讲
“
不诚则 不独

” 、 “

君 子养心莫善于诚
,

致诚则无 它事矣即 1 4」((( 不苟 》 )
。

《大学 》开宗明义指出
,

道德

修养经由八个步骤
,

这就是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

修身
、

齐

家
、

治 国
、

平 天下
,

后 人简称 为
“

八条 目
” 。

在
“

八条 目
”

中
,

最

关键的就是致知和诚意
,

诚意是关键中的关键
。

诚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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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
“

诚于 中
,

行于外
。

故君 子必慎其独也
” 。

由诚而善

不只是 自身进于善
,

而且又能因己之诚
、

善感化影 响他人
,

使

他人也进于善
,

也就是 《中庸》所说
, “

诚者非 自成 己而 已也
,

所以成物也
” , “

唯天下至诚
,

为能尽其性
” ,

一个人能够 以诚

对自己
,

才能表现真性情
。 “

惟天下至诚
,

为能化
” ,

一个人 能

够以诚对他人
,

才能发生感化 的力 量
。 “

诚其意者
,

自修之首

也
”
〔15」(《大学章句 )))

, “

诚
,

五常之本
,

百行之源也气 16 〕( 《通书
·

诚下 》 ) 。

人们只有真诚地格守一定社会的人伦道德
,

忠诚老

实
,

言行一致
,

鄙弃虚伪
,

实事求是
,

才能真诚地 按道德规范

办事
,

进而 达到
“

从心 所欲不 逾矩
”

的境地
。

否则
,

丢掉
“
诚

意
” , “

慎独
”
就是一句空话

。

( 二 )传统
“

慎独
”

道德精神有助 于提高现实道德 主体修

身养性的自觉性
。

《淮南子
·

说 山训 》说
: “

兰生幽谷
,

不为莫

服而不芳
;
舟行 江海

,

不为莫乘而不浮
;
君子行义

,

不 为莫知

而止休
。 ”
这里告诉我们

,

君子修德要 努力做到
“

不为莫 知而

止休
” ,

其强调 的正是自觉性的品格
。

自觉是道德主体依据

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

对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

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进行认同
,

为自己道德行为选择 方案
,

确

定行动路线
,

通过自己 的实践活动达到一定的道德目标
。

为

实现这一 目标
,

《大学 》强烈反对
“

闲居为 不善
,

无所 不至
,

见

君子而后厌然
,

掩其不 善
,

而著其善
” 。

刘鳃推崇
“

荃荪孤植

不以严隐而歇其芳
,

石泉潜 流不 以涧 幽而 不 清
”

[ 12〕 (《慎

独 》 )
。

孔颖达以
“

虽日 独居
,

能谨慎守道也叮 2」〔((礼记 》 ) 来疏

解慎独
。

唐代著名思 想家李 翱更指出
: “

不 睹之睹
,

见 莫大

焉
;
不闻之闻

.

闻莫甚焉
。

其心一 动
,

是不睹之 睹
、

不 闻之闻

也
,

其复之也远矣
,

故君子慎其独 也
。 ”
仁1。 〕(《复性书 中 》 ) 这里

所谓
“

其心一动
” ,

指的是道德 主体欲念 萌动之 时
,

在李翱看

来
,

道德主体欲念萌动之时
,

就是
“

不睹之睹
、

不 闻之 闻
” , “

慎

独
”

必须在此处下功夫
。

朱熹将这一思 想阐释得更 透彻
,

他

指出
: “

独者
,

人所不知 而己独知之地 也
。

言幽 暗之 中
、

细 微

之事
,

迹虽未形而几则 己动
,

人虽 不知 而己独知之
,

则 是天下

之事无有著见 明显而过于此者
。

是以君子既常戒慎
,

而于此

尤加谨焉
。

所以
,

遏人欲于将萌
,

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
,

以至离道之远也
。 ”
仁1 5〕((( 中庸章句 》 )其意是说

, “

慎独
”

要求道

德主体对于
“

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

事
, “

尤加谨焉
” ,

以便
“

遏

人欲于将萌
” ,

使其不滋长于隐微 之中
。

显然
,

其强调 的依然

是主体在修身中的 自觉性
。

人们 只有于不睹 不闻的隐微之

处
,

能循性而行
,

合 于常道
,

既做 到
“

畏人 知
” ,

又做到
“

畏 己

知
” , “

苟知其理 以当然
,

而责其身以必然
” ,

把 对 自己的严格

要求扩充到人所
“

不睹
”
之处

,

把唯恐失德的心理扩充 到人所
“

不 闻
”
之域

,

最终才能自觉内化道德规范而达到 自我约束
,

且不会有所违越
,

修身的自觉性也才能达到应有 的境界
。

(三 )传统
“

慎独
”

道德精神有助于强化现实道德 主体确

认
“
真善一体

”
的修身要求

。

以
“

慎独
”

精神修身
,

首先是表现

为诚
,

诚的要 旨则在真
。

庄子云
: “

真者
,

精诚之 至也
。

真悲

无声而哀
,

真怒未发而威
,

真亲未笑而知
。

真在内者
,

神动于

外
,

是所以贵真也
。 ”
仁7 〕( 《渔父 }}) 朱熹讲

: “
诚者

,

真实无妄 之

谓
。
” 〔1」(卷 + 六 )程颐以

“

实有是心
” 、 “

实有是事
”

〔27 〕(《河南程

30
’

氏经说 》卷八 )释诚
,

王守仁提倡
“

此心真切
”
〔13」(卷一

,

《传习 录

上 》 )
,

吕坤强调
“

实言
、

实行
、

实心
”
1[ 8〕( 《应务 }))

,

失却了真实
、

真诚
、

真知也 就失却了诚
,

也就失却了
“

慎独
”

的本意
。 “

慎

独
”

思想要求的真
,

推崇的是真于善
,

而非真于恶
。

它要求人

们对善
,

应如
“

好好色
” ;
对恶

,

应如
“

恶恶 臭
” ,

其好其恶都 出

于真心
。

人们只有真诚地好善恶恶
、

为善 去恶
,

方能
“

身恒居

善
” ,

进而
“

内无优虑
,

外无畏恐
,

独立不惭影
,

独寝不愧袅叮 12」

((( 慎独 》 ) ,

真正实现真与善的高度统一
。

( 四 )传统
“

慎独
”

道德精神有 助于督促现实道德主体落

实
“

毋 自欺
、

毋欺人
”
的修身内容

。

《大学 》第六 章开篇便说
:

“

所谓诚其意
,

毋自欺也
。

如恶恶臭
,

如好好色
,

此之谓 自谦
,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
”

[ 2j 宋明心学开 山祖陆九渊在 《语录上 》

中更是强调
: “
慎独 即不 自欺

。
”
自欺

,

就是 自己欺骗 自己
。

自

欺有许多方面的表现
,

宋代范浚说
: “

夫人之 自欺非一
:

知善

之可好而勿为
,

是自欺
;
知不善之可恶而姑为之

,

是 自欺
;
实

无是善而贪其名
,

是 自欺
;
实有是恶而辞以过

,

是 自欺
;
实所

不知
,

而曰我知之
,

是自欺
;
色取仁而居之不疑

,

是自欺
;
求诸

人而无诸己
,

是 自欺
;
有诸己 而非诸人

,

是 自欺
。

其目殆未可

禅言而悉数也
。
” 〔1 9〕(卷四 十五 )所谓毋 自欺

,

就是要避免和克

服这些恶习
,

对 自己要真心实意地为善去恶
。

一个人在没有

监督的情况下最容易为恶而
“

走火人魔
” ,

故而
,

在 这时应该

特别注意压抑恶的邪火
,

将 恶的念头泯灭 于萌芽状态
,

自己

真心为善
,

不能自己
“

原谅
”

自己
,

更不能自己 欺骗 自己
,

对 自

己说
“
就作这么一 回恶

,

干 了以后就不再 干
”

。

欺人
,

意谓欺

骗别人
。

毋欺人
,

就是对他人要开诚布公
,

无所隐瞒
。 “

慎独

者
,

与人交接之本 也
。

君子戒慎于不睹不 闻
,

省察于莫见 莫

显件 1 3」(卷二十二
,

《 山东 乡试 录 》 ) , “

诚者
,

不欺者也
”

〔2 。」((( 日

记类钞 》卷上 )
, “

内不欺 己
,

外不欺人
,

上 不欺天
,

君 子所 以慎

独件21 」( 《群珠 》 ) 。

要真正做到
“

毋欺人
” ,

首先是不 以谎言骗

人
,

要真实不欺
,

诚实无妄
;
其次是 不伪装 自己

,

不隐瞒自己

的观点
,

不掩饰 自己真实的情感
,

不哗众取宠
、

欺世 盗名
,

要

襟怀坦 白
,

直言相见
。

(五 )传统
“

慎独
”

道 德精神有助于指 导现实道德主体准

确把握修身过程 的下手之处
。

修身虽有种种功夫
,

但慎独尤

为重要
。

明末思想家刘宗周对此有独到见解
,

他指出
, “

慎独

之外别无功夫件 2 2」( 《中庸 首章说 》 )
, “

自昔孔 孟相传心 法
,

一

则 曰
`

慎独
’ ,

再则 曰
`

慎独
’ 。

夫人心有独体焉
,

即天命之性

而率性之道所从 出也
。

慎独 而中和位育
,

天下之能事毕矣
。

然独体至微
,

安所容慎
,

唯有一独处 之时
,

可为下手 法
”
仁2 2 〕

( 《人谱类记 》 )
。

这是说
,

慎独是人们修身唯一 的下 手之处
,

不

可不认真对待
, “

独乃天下之际
,

离合之机
,

毫厘之差
,

千里之

远
。

苟能无所不致其慎
,

则天下一矣
” 〔2 3」

。

直至清代
,

康有

为仍有
“
《中庸 》首陈天性之本

,

极位育之能
,

而下手专在慎

独件 24玉《学记 》 )之一说
。

可见
, “

慎独
”

在修身中享有无可替

代的独特地位和特殊功效
。

只有坚持慎独
,

人们的修身才能

有真正成效
。

综 而言之
,

传统
“

慎独
”

虽然 受到时代和 阶级的限制
,

不

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封建社会 的局 限
,

比如
,

过分强调 主观的



修养作用
,

忽视人的心理 不能脱 离客观环境 刺激的实事
,

流

于空谈心性而荡 以玄 虚
,

易 陷人唯心主 义的泥坑
。

不过
,

其

意蕴深处包 容的 自觉
、

自愿
、

自主
、

自决等 自律道德 教 育思

想
,

却充分反映了道德行为的本质特点
。 “

慎独
”

作为一种文

化传统和精神
,

对陶铸我们的 民族性 格曾起 过巨大的作用
。

即便在政治极 度黑暗时期
,

也不乏品行卓绝之士
,

如诸葛亮
、

杨震
、

于谦
、

范仲淹
、

海瑞等等
,

这与他们注重慎独不无关 系
。

特别是力倡慎独学说的刘敲 山及其弟子
,

他们大多能以气节

自守
,

或操戈抗清
,

或削发隐遁
,

或不食清粟
,

或 殉节报 国
,

极

好地体现 了
“

慎 独
”

之精神
。

可 以说
,

人 们 只要 能真 正按 照
“

慎独
”

的要求办事
,

自己 的道德自律便 自然 可以达 到很 高境

界
。

明末思想家李二曲曾对
“

慎独
”

的境界作过这样 的描述
:

“

暗室屋漏一如 大庭广众之中
,

表里精粗
,

无 一或苟
。

明可以

对人对天
,

幽可 以执鬼执神
。 ”
以这种对道德 主体 的高标 准来

要求
,

无疑有利于把道德建设 引 向崇高境界
。

正 因为如此
,

新中国成立后
,

我们党和国家 的领袖仍极力倡 导慎 独
。

刘少

奇主张把
“

慎 独
”

作为共产党员修 养 的方法 加 以 运用
.

他指

出
,

共产 党员
“

即使在他个人 独立工作
、

无人 监督
、

有做各种

坏事 的可能的时候
,

他能够
`

慎独
’ ,

不做任何坏事
”
[ 2 5〕

。

江

泽民同志强调的
“
四 自

”

— 自重
、

自省
、

自警
、

自励
,

其实也

是提醒党员干部要加强 自我修养
,

注 意慎独
。

也正 因为
“

慎

独
”

道德精神对社会 道德实践 的强大推动作用
,

在现代生活

中
,

才会相继涌现出诸如雷锋
、

焦裕禄
、

孔 繁森等一大批具有

新时代
“

慎独
”

精神的道德人格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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