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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说的形式主义，它的出现

及变种是社会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理论

基础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其社会历史根源是习惯

势力和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其制度原因在于监督缺

失和落实不力，其表现多样，危害极大，必须消除。

一、形式主义的存在逻辑

（一）思维逻辑：形式大于内容

在形式主义者的思维中，形式就是一切，它高于

内容、超过内容、遮蔽内容，冲淡了生活、工作中的实

质性内涵。这种思维追求表面光鲜和功利效果，“金

玉其外”是形式主义的常态化追求，“败絮其中”是形

式主义的实质性表现。在一些时候，搞形式被贴上

政治的外衣，借用政治任务名义，将形式搞得轰轰烈

烈，借用检查评比之名，将表面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拿扶贫工作来说，一些人没有真正领会精准扶贫的

精神，不是在落实这一要义上下苦功夫，而是通过数

字扶贫、痕迹扶贫、景观扶贫等来应付。搞形式，追

求“精益求精”； 做样子，追求“光彩照人”。他们讲

究的是“留名”“留声”“显山露水”，殊不知留的是虚

名，留的是浮声，留的是坏印象。形式主义讲究“一

个将军一个令”，根本不把可持续发展、长期性决策

放在眼里。设定一些虚高的指标和目标，明知无法

完成，仍然煞有介事地“将形式进行到底”，这种脱离

实际、不遵规律的做法丢掉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

宗旨。

（二）行为逻辑：过场胜于实干

形式主义者经常走过场、放空炮，扎扎实实搞形

式，认认真真做场面，经常是眼高手低，不讲知行合

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在“走过场”与“干实事”之

间，形式主义者选择前者的基本原因是：“走过场”比

较容易，“干实事”充满困难；“走过场”风光外露，“干

实事”默默无闻；“走过场”短期奏效，“干实事”需要

长期付出。形式主义看重过场的重要性，忽视实干

的重要性，为了开脱责任，为了减少“风险”，奉行得

过且过的应付心理，基本思路是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于是，搞“上有指示、下有对策”，欺上瞒下者有

之，虚张声势者有之，左右逢源者亦有之。过场胜于

实干的心理表现是“矮子观场，随人说妍”，既没有把

握实质，也没有真正投身实践。对一些工作，看得很

重，抓得很松；喊得很响，落得很空；举得很高，放得

很轻。遇到问题，要么绕着走，要么蜻蜓点水，要么

做做样子。在形式主义者的眼里，责任是口头上的，

义务是可以包装的，干得好不如说的好，踏实工作不

如搞好关系。形式主义经常还沉浸在文山会海之

中，轻薄为文，虚张爱“美”之心，铺陈唯“美”愿望，伪

饰求“美”之行，为了走好过场，一些地方领导极尽

“动员”之能，希望把所有人员都拉出去练一练，通过

造势、造景、造结果来引起社会轰动。

（三）话语逻辑：口号代替行动

列宁曾说，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提出目标

就要付诸行动，否则就是空喊口号。形式主义的话

语中，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标语口号满天飞，宣

誓许愿满社会，但大多都沦为“墙上的风景”“纸上的

福利”“网上的誓言”“路边的标语”和“办公室里的规

章”。形式主义热衷于用口号淹没行动，因为口号具

有迷惑性，实际上“口惠而实不至”，结果是思想和行

为“两张皮”，台上和台下“两面孔”，表现与愿望“两

相违”。形式主义者用口号代替行动的重要原因是，

“口号”看上去都是很革命的，在“革命”的外衣下，它

既不容易被驳倒，又让很多人不敢质疑，这样可以把

自己打扮成最具革命精神和最有政治激情的形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有这样

的事例，也都毫无例外地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的实

际工作中，不良的标语、口号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很

形式主义的存在逻辑、深层危害及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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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一些地方以庸俗化的形式解读党的政策，造

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些地方用低俗化的话语

表达发展愿望，也引起群众非议和质疑；一些地方标

语口号出现低级错误，更显示出有关人员不认真的

状态，而那些照抄照搬别处文件以及编制假文件的

现象，更是形式主义作怪的典型写照。

（四）心理逻辑：应付就是工作

形式主义的心理逻辑有很多方面：一是认为干

多干好却无人欣赏，不如“长歌短赋，抛撒写绮恨闲

愁”，对工作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一些人感到，做事

的不如闲扯的，干着的不如说着的，多干的不如少干

的，心理有一种不平感，产生“多干多出错，少干少出

错，不干不出错”的消极心理。二是认为“年龄过杠，

升迁无望”，感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生襟抱

未曾开”，就心生退意，希望“不惹尘埃”，平安着陆，

于是撞钟度日，应付了事。三是思想倦怠，消极观

望，认为“听鼓应官”“走马兰台”已令人厌倦，希望通

过“甘其食，美其服”给生活来点刺激。四是感叹“人

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不如寄情山水、流

连泉林，工作的热情没有了，公仆之心淡化了，做事

动力消退了。在一些人那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变为吃老本的借口，表面上怜东家之疾、思西

家之寒，实际上种种事项皆为身家计。于是，在实际

工作中就有了“逃避”心理、“患得患失”心理、“避重

就轻”心理。应付心理造成得过且过，对工作不尽心

尽力、对事业不尽职尽责，上班时心不在焉，做事时

蜻蜓点水。

二、形式主义的深层危害

（一）景观化和标语化造成的结构断裂

形式主义用过度的景观篡改本质，用不良标语

破坏结构，原本具有完整意义的体系被转化为支离

破碎的片段，原本应该现实可感的物事被虚化为视

觉影像，造成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错位现

象。过度的景观源于思想与现实的分离，空洞的标

语源于思想和行为的漂浮，这种景观化和标语化的

表达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看惯了“高大上”、听

惯了“假大空”之后，那些最真实的东西也就难以激

起思想共鸣了。景观化和标语化造成的结构断裂最

明显的表现是，部分地展现了思想元素却忽视了思

想结构的有机性，部分地表达了社会关切却忽视了

社会的全面要求，它在拥抱社会的同时淡化了社会

责任，在表达社会关怀的同时消解了价值意蕴。将

景观和标语泛化为个人或部门任务的全部内容，就

是以形式主义篡改生活实践的整个结构，景观化和

标语化维系的自身持存和无机状态，把思想和任务

转化成不相关联的符号，原来的有机结构发生断裂，

对于我们当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意

识是极其有害的。景观化和标语化造成的结构断裂

的最深层的危害还在于，使人们对有关事项的理解

支离破碎，通常只关注肤浅的方面而对背后的含义

把握不够，在实践中会造成偏差。

（二）表面化和走过场造成的知行脱节

一些人知之不深，理解不透，为了应付，让群众

死记硬背某些内容，用表面热闹掩饰精神不足，在实

际工作中表现为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拔

尖轻普及、重局部轻整体、重奖项轻品质。表面化和

走过场的形式主义最明显的危害是知之不深、行为

浅薄，这种纸上谈兵往往生动有余而效果不足。表

面化和走过场造成工作不严谨，文件一大抄，笑话一

箩筐，给人们的印象是敷衍了事、不思职责。那些

“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折射出工作不上心、干活

不耐心、思想不用心的本质。知之不深，则有行为之

偏；行而无效，则有意义之害，对群众就少了服务之

心，对事业就少了责任之心，对国家就少了忠诚之

心，喊出的是高调，干出的是毫末，如风过青萍，水定

还原，如雁落平沙，风来复合。表面化和走过场引起

的知行脱节造成附影逐声，尚虚玄而误实际，费时失

事，驰空谈而忘民情。迂论阔谈之中丧失民意，大话

炎炎之中脱离本真，这种情况下，知与行的脱节是必

然的。“两张皮”的现象造成诸多悖论：理论与实践不

衔接，形式和内容不衔接，犹如基于流沙之上的楼

阁，一旦遇到风摧流湍就会烟消云散。

（三）浅薄化和戏说化造成的意义散落

浅薄化和戏说化是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本来

深刻的事项被演绎为平庸的叙事，本来严肃的话题

被装点成轻浮的形式，意义变得无足轻重，内涵变得

轻飘无实。比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过程中，一些人谈问题远离本质，讲内容流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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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摆事实滞于浅表，严肃的话题被转化成无聊的笑

谈，高雅的内容被转化成低俗的言辞，宏阔的目标被

贬低为庸俗的取向，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模糊认识和歧义，使其整体性的意义结构出现

散架。一些人思想上的“散光现象”“漂移现象”“自

抑现象”“疏离现象”“凌虚现象”，造成思想内涵不聚

焦、不集中，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又如：在谈到领导干部讲规矩守纪律问题以及认真

贯彻落实“两学一做”时，一些地方“传者”与“受者”

需求不协调，“说的”与“做的”不够协调，“内容”与

“形式”不协调，“投入”和“效果”不协调。浅薄化降

解了思想的深刻性，戏说化减损了实际工作的严谨

性，形式主义以这种庸俗或低俗的方式拉低了人们

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本来应当生动活泼的社会

实践被抹上灰色的格调，本来应当丰富多彩的理论

叙事被赋予惨淡的面孔，造成思想与实践形貌疏离、

貌合神离、有体无魂、有魂无体或体魂俱失的严重危

害。

（四）格式化和模式化造成的僵硬现象

格式化和模式化的基本表现是将一些动作转化

成几条框框，名为揭示规律，实为肢解体系；名为总

结经验，实为设定教条。遇事一刀切，不顾实践的灵

活性和多样性，搞速成模板，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有哗众取宠之意向，无实事求是之追求。主要表现

为：一是话语僵硬，经常表现为刻板的腔调、生硬的

叙事、无趣的宣讲，带给人的不是娓娓倾诉而是嘈杂

错语，传递的不是润物无声而是强硬灌输。二是动

作僵硬，一些人有发展激情、有发展愿望，希望在短

期内尽快改变落后的状况，但是在行为上却表现为

盲目冒进，用行政命令强调整齐划一，把作风暴躁当

成工作魄力，把粗野低俗当作亲民爱民，缺乏灵活有

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三是思维僵硬，缺乏灵

活运用辩证法的能力，用固定的程式对待多样化的

问题，在工作中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格式化和模式

化造成的僵硬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面孔”，喜

欢用大话吓唬人，用大嗓门教训人，用大工程吊群众

的胃口，用命令的方式要求下属用同一个格式来表

达本地区的所有内容，放逐了多样性，抹杀了生动

性，抽掉了灵活性。

三、形式主义的消解与矫治

（一）端正“五观”，养成良好的工作观念

一是政绩观要“正”。为民做事、为民谋利是共

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消除形式主义的基本保证。

要从长远出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目标干到底，

克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工作方式，克服各类标

榜“功业”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克服为官一任、快

速升迁的短跑思维，切实干出群众真心拥护、社会真

正需要的实事。二是求实观要“实”。实事求是、追

求实效是克服形式主义的利器。实际工作有虚有

实，借“实”抓“虚”，虚实结合，务虚不空虚，务实有实

效，这是一个工作思路。在工作中，讲实话，重实情，

办实事，用求实精神对待工作的各项要求，用求是态

度对待人们的所思所愿。三是为民观要“铁”。这里

的“铁”是铁心，是指为人民工作的定力和耐力。铁

心为民，不必论职位高低；铁心做事，不必讲孰先孰

后。要从小处着手，用“放大镜”观察关注群众的利

益表达；要从细处着想，用“显微镜”发现自身的不

足；要从难处着眼，用“凸透镜”聚焦工作中的问题。

四是事业观要“真”。共产党人不屑于做外花里空的

“绣花枕头”，不屑于练华而不实的“天桥把式”，而是

应经常关注如何练好内功、涵养精神，把真情灌注到

群众生活中，把真心凝聚在实际工作中，把真抓实做

体现在本职工作中，以实干建实功，以实功显实干。

五是价值观要“稳”。这是克服形式主义的最基础的

素养。在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要稳定而持久，要有“万里长征

才走完了第一步”的心理准备和精神气概，以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走向更远

的未来。

（二）历练精神，养成甘做人民忠实公仆的品格

一是在修养上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做事

的境界取决于思想的境界和自身的格调，从这方面

看，形式主义者的思想心态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认

为一切虚无，到头来不过是黄粱一梦，工作就是瞎折

腾。第二种，认为一切看透，万事皆可放下，草木荣

枯、四季之变皆在眼外。第三种，把人生看成一个名

利场，终日为个人忙碌。这三种心态，要么斤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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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万古云霄争片羽”，用形式主义掩盖私利行为；

要么消极逃避，“水皱春池事不干”。这三种心态都

缺少积极奉献的价值底蕴和生活实践的崇高格调，

矫治的办法是：树立信念，坚定理想，从人民群众最

关心的事情出发，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

行利民之举。对自己，修身养性，淡泊名利；对他人，

惠我春风，照人秋月；对国家，祈愿万户笙歌唱华年，

河清海晏庆升平。二是在心理上戒浮躁，务实效。

练好内功，增强能力，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端正态

度，增强定力，提高实现使命的本领；培养品质，增强

毅力，提高创新发展的本领。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体现在自身修养中，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

具体工作中，把“初心”变成“日常心”，经常有这根

弦；把“使命”变成“第二生命”，经常珍视和重视。三

是在个人成就的认识上，牢记“无功即是过，平庸即

是错”。处理好难得糊涂与保持清醒头脑的关系，处

理好淡泊名利与全心全意工作的关系，处理好当下

即是与追求远大目标的关系，处理好共同理想与最

高理想的关系。共产党员要有服务群众的底气、甘

为公仆的心气、勇挑重担的豪气，“照镜子”检点自身

不足，“正衣冠”端正自身形象，“洗洗澡”保持自洁自

净，“治治病”达到身心健康。

（三）讲究规矩，养成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

搞形式主义的人是不讲规矩的，游走在制度边

缘。对此，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用制度管人、用规

章约束人、用党章党纪规范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人，使之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自觉地

保持一致，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搞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要用制度和规矩培养良好的政治生

态，形成鼓励上进、鞭策后进、贬斥不进的状态，明

纪律以彰正气，祛潜规以催正行。对党忠诚是政治

上的定海神针，是破除形式主义的思想武器。做事

的境界取决于思想的境界，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

理想高于天，事业责任重于山，要走群众路线，干公

仆事业，心中有国，才不会忘记家园；心中有党，才

不会忘记初心；心中有民，才不会忘记使命。破除

形式主义，必须补足精神之“钙”，有信心干事；必须

补足思想之“氧”，有决心干事；必须补足体魄之

“神”，有耐心干事。破除形式主义，还要落实正确

的人才政策，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机

制，不给投机者留下空间，不给观望者留有余地，压

缩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通过体制机制

改革和制度创新形成共筑梦想、共创美好生活的奋

发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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