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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精神动力论》这本专著，是骆郁廷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他多年潜
心研究的理论成果。
作为他过去的同事与导师，我自然对这一成果先睹为快，看到他研究成果的出版，我当然倍感欣慰。
他约我为他的专著写个序，我欣然应允。
我所作的这个序并不能为他的书增添什么新内容，可能说的是些多余的话。
　　精神动力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具有属人性。
精神动力是人类的无形资产，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精神动力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有厚德载物的传统，个人内在德性的修养被提升到一个
至高的地位，完善道德人格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和有德性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的精神动力。
在西方，也有坚持“自由高于存在，精神高于自然，主体高于客体”的重精神的传统。
精神动力问题更是一个时代性问题。
在当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不断带给人们舒适和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容易导致重眼前功利与物质追求，使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却了对意义世界的追问和诉求。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些人精神动力不足的各种精神疲软现象，甚至出现了精神的退化和堕落。
而随着我国社会由温饱进入小康，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精神生活的需要将日渐突出；特别
是激烈的社会竞争，艰巨的科技创新以及社会与个体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与精神
推动。
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即一方面是精神的缺失与精神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
是精神的凸显与精神动力的迫切需要。
　　《精神动力论》针对现实生活中的这一明显矛盾，既对精神动力问题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也对
精神动力的开发进行实践探索，旨在为现代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和现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
动力支持，并力求克服和矫正现代社会条件下，重物质，轻精神；重功利，轻意义；重工具理性，轻
价值理性的偏向。
　　《精神动力论》一书所具有的特色，是著者深厚理论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体现。
本书研究的问题集中而典型，思路清晰而严谨，论述缜密而深刻。
既有对精神动力的历史审视，也有对精神动力现代价值的认定；既有对精神动力结构的微观分析，也
有对精神动力形成规律的探讨；既回答了精神动力“是什么”的本质性问题，也探索了精神动力如何
开发的问题。
　　在《精神动力论》一书中，著者贡献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资源：一是对中国古代关于精神动力的理
论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梳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我们重新学习、继承、开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现实的价值。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动力理论的理解、阐述颇为深邃，对我们更好地领会、把握精神动力的实
质，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人们的精神动力具有指导意义。
三是对精神动力形成规律的提炼和分析富有创意，对我们在实践中增强精神动力和开发精神动力，具
有借鉴与指导意义。
四是对精神动力结构的分析较为独到，不仅分析了精神动力的内在结构，形态结构，还分析了精神动
力的层次结构，深化了我们对精神动力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
　　骆郁廷博士《精神动力论》一书的原型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他选定论文题目时，我曾经还有
一定的担心，在多次讨论中，我们都认定，研究精神动力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尤其在现代社会
，精神动力及其开发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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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动力论》针对现实生活中的这一明显矛盾，既对精神动力问题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也对
精神动力的开发进行实践探索，旨在为现代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和现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
动力支持，并力求克服和矫正现代社会条件下，重物质，轻精神；重功利，轻意义；重工具理性，轻
价值理性的偏向。
　　《精神动力论》一书所具有的特色，是著者浓厚理论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体现。
本书研究的问题集中而典型，思路清晰而严谨，论述缜密而深刻。
既有对精神动力的历史审视，也有对精神动力现代价值的认定；既有对精神动力结构的微观分析，也
有对精神动力形成规律的探讨；既回答了精神动力“是什么”的本质性问题，也探索了精神动力如何
开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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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郁廷：1956年3月出生于武汉。
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武汉大学，先后于1982年、1994年和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和法学
博士学位。
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央教育科学
研究所德育中心兼职研究员。
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主持或合作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趋势及方法创新研究”、“
大学德育面向现代化研究”、“当代高校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特点和规律研究”等10多项，主编
或副主编《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当代科技革
命与知识分子》、《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概论》等多部专著，
合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法》、《人际关系学》等学术专著，参加撰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比较德育学》、《政治观教育通论》等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统编教材。
在全国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10多篇。
有多项成果获奖，其中，《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初探》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
科研成果一等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获湖北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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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人尚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人的坚强意志的崇尚。
孔子认为，人的意志应像松柏一样经得起严寒的考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①，应当把自己的意志锻炼得坚毅、坚定，如他所说，“磨而不磷（变
薄），涅（染以黑色）而不缁（不变黑）”②。
孟子认为，大丈夫应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移易已立之志，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追求。
要做到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
荀子说：“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
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
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
”③强调君子无论是贫困、劳倦还是临患难都不能失却平生之志。
他还说，无论积善、求学还是立业，要想成功，关键是“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
”④只有锲而不舍，才能积大德，成大业，遂大志。
王夫之指出：“志不能持者，虽志于善而易以动，志易动则纤芥之得失可否一触其情而气以勃兴，苟
有可见之功名，即规以为量，事溢于量则张皇而畏缩，若此者授之以大而枵然不给，所必然矣。
”⑤王夫之强调持志宏量，认为不能持志则志容易变动，志易变动则导致气量狭小，情绪起伏，行为
张皇，畏缩不前，必将一事无成。
程颢、程颐强调指出：　“志不可不笃。
”①志笃，就是要求笃定行志，即一心一意、扎扎实实地实践和实现人生的志向。
葛洪强调要“固志”、“坚志”。
他说：“坚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众善之师也。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峻岭矣。
积善不以穷否而怨，则必永其令问矣。
”②他又说：“饰治之术，莫良乎学。
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
志苟不固，则贫贱者汲汲于营生，富贵者沉沦于逸乐。
”③古人强调笃志、固志、坚志，就是强调在实现志的过程中，一定要意志坚定，矢志不渝，锲而不
舍，坚持到底，直到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中国古代学者不仅强调人要有坚强的意志，而且强调要在艰苦的生活与环境中磨炼意志。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④认为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锤炼意志，强固心志，这是担当大任的必要条件。
所以，遇到艰苦的生活环境时，不要怨天尤人，而应看做是难得的锻炼机会，自觉地接受锻炼和考验
。
司马迁曾对逆境成才的现象进行了概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
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⑤他认为这些人在历史上之所以有所作为，就在于他们经历了常人未曾有过的磨难，形成了常人没
有的坚强意志，激发他们发愤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古代的尚志理论，强调人要有志向，有志气，有意志，充分肯定了志向、志气、意志对人的
行为和事业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作用。
虽然对志的内涵的理解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强调立志乃成功的
前提，志乃成功的动力，这些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为实现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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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诚信论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意识是指导和推动人的社会行为的重要动
力。
诚信动力是一种信誉、信用动力，诚信动力是精神动力生成之基。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诚信，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之一，并形成了关于诚信的丰富的思想理论。
　　诚信由诚与信两方面所组成。
诚，实也，谓诚实无欺；信，真也，谓真实可信。
合起来就是诚实无欺，言而有信。
诚信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事时，真实无欺，讲求信用。
　　中国古代把诚信看做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对诚信倍加首肯与推崇。
苟子说：“诚信如神。
”①武则天说：“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
诚信者，即其心易知。
故孔子日：‘为上易事，为下易知。
’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
故上下通诚者，则暗相信而不疑。
其诚不通者，则近怀疑而不信。
孔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大车无辊，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
’《吕氏春秋》日：‘信之为功大矣。
天行不信，则不能成岁。
地不行信，则草木不大。
春之德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
夏之德暑，暑不信则物不长。
秋之德雨，雨不信则谷不坚。
冬之德寒，寒不信则其地不刚。
夫以天地之大，四时之化，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况于人乎。
’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
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
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
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者，其唯信乎。
”①武则天认为，诚信是安国睦家交友之根本因素。
没有诚信，相互猜疑，就会影响国家稳定，家庭和睦，朋友交往。
惟有诚信，可为始终。
唐代魏徵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
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
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须臾而废也。
⋯⋯然则言而不信，言而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
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
”②魏徵把诚信与德礼一样看做国之大纲。
若言无信，令无诚，则会败德危身，甚至动摇国家根基。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③《大学》强调：“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诚意是正心的前提，正心是诚意的结果。
陆贽指出：“人之所助在乎信，信所立由乎诚。
循诚于中，然后俾众无惑。
存信于己，可以教人不欺。
惟信与诚，有补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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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
故圣人重焉，以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
”④陆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依赖于信，信来自于诚。
惟有诚信，可以正心、行言。
否则，没有诚信，则心莫保，言莫行。
讲的话没有人昕，更没有人执行。
程颢、程颐指出：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
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不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
是表其德而增人之怨。
①修学、为事、自谋、交友等等都必须以诚为基础，否则，皆难以成功。
赵汝愚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
修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其心正则小大臣罔敢不正。
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
”②孔子十分强调人应有信。
他说：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③诚实守信是人立身之本。
无信，则不能立于人世，所以，他强调“言必信，行必果”④。
言而有信，才会行而有果。
言而无信，则必然行而无果。
正因为如此，他把信看得特别重要，认为为政不能失信。
《论语》中曾载：“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日‘去兵’。
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日‘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⑤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认为为政要注意以足食、足兵、民信为基础。
在这三者中，若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个，可以先去兵，其次可去食，但不可去信。
信用是为政的根本，比军队和生命还重要。
要为政，必须守信。
刘昼说：“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
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故信之行于人，譬济之须舟也。
信之于行，犹舟之待楫也，将涉大川，非舟何以济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
今人虽欲为善，而不知立行，犹无舟而济川也；虽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犹无楫而行舟也。
”⑥他把信与行的关系，比作舟与楫的关系，认为舟以待楫，楫以行舟，人以信立，信以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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