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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禁毒和矫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研究 
◆房永壮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吉林长春  130103） 

 
摘要：国家历朝历代都对禁毒高度重视，吸毒不仅严重侵害人的身体健

康、销蚀人的意志、破坏家庭幸福,而且严重消耗社会财富、毒化社会风

气、污染社会环境，所以厉行禁毒是党和国家政府的一贯主张和立场。

其中传统文化对禁毒工作的作用贯穿于始终，尤其是在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断恶修善、拨阴取阳、转凡为圣”

十二字上。就是坚决打击毒品生产、加工、存储和销售的各个环节，使

人们从根本上远离毒品。体现在个人修养上要远离不良习性“杀淫妄盗

酒，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十五个字，形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和社

会氛围。传统文化在禁毒、矫治、恢复中的独特作用，还体现在形成良

好的社会环境提升人文素养才是禁毒的根本。同时大量实践证明中国书

法、太极拳、绘画、中医、经典朗读等独到的中华文化在具体戒毒中具

有极好的疗效作用。以往传统文化与禁毒工作相结合的有关论述在实践

中有，但是却没有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论论述，及数量的监控和统计，

传统文化进入禁毒领域一直都存在着“讲不透”的问题，毒有千种，病

有百态，大水漫灌的禁毒工作方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 有效的方法

就是一人一策，结合每一个吸毒者的特点特征，给与禁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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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是禁毒的根本 
一是千改造万改造不如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认

为正知正见非常重要，就是要树立系统、全面、完整的三观，而
不是邪知邪见，追求偏激的、错误的、刺激的三观。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三者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
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学传统文化
中的经典使人内心非常充实，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传统文化能带
给孝心、爱心、善行、自律和诚信，当人人心中充满爱，邪恶的
东西就会远离，正能量就会占据优势。人生圆满的过程就是遵守
规矩的过程，什么时候遵守规矩，人生就顺利。否则就会遭受规
矩的惩罚。深入开展“不让毒品进校园”、“不让毒品进我家”、
“不让毒品进机关”、“不让毒品进企业”、“不让毒品进社区”等
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二、传统文化教育形式一定要与戒毒人员的接受水平和基础
相适宜 

吸毒人员明显呈现“三低”特点：低龄，35 岁以下占 80%
左右；低文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90%；低就业，多数没有正
当职业。切记过度采用大报告形式的教育方式，而应采取灵活机
动，教育深刻，触及心灵的方式。比如第一个环节老师出课程菜
单，戒毒人员根据各自需要自由选题；第二个环节开展兴趣一致
的小班教学，效果更好，因为大家随时可以和老师互动；第三个
环节及时组织个人分享，激发情感，激励自己与大家；第四个环
节老师团体答疑，解决人生困惑；第五个环节评选学习传统文化
优秀个人学员和集体；第六个环节是每人要写作 少 800 字的心
得体会；第七个环节是领导和干警带头学习，营造积极的学习氛
围。做到月月有主题，题题有新意，干警有收获，学员有改变。
这“七”个环节环环紧扣，缺一不可，是禁毒工作的必经途径。
经过几十年的大量实践和探索证明完全可效，是禁毒工作长效机
制。 

三、整合社会力量，发挥各自特长，形成禁毒与矫治合力。 
力足于“禁”。“禁”是一个主动加被动的行为，是“硬”环

境。“主动”不仅表现在行为上，表现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更
重要的是表现在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上，筑牢禁毒防线，充分认识
毒品的危害性，是“禁”的 大含义。被动的“禁”，是为了下

一次不禁，让吸毒者付出代价是“禁”的必须，以儆效尤，告诫
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矫”是“软”的。是一种补救措施，同
时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立足自我新生，知行合一。让一个吸毒人员重新回归社会是
一个系统工程，其根本在于个人意愿坚不坚定，这是 核心 重
要的禁毒理念。在学习传统文化中不仅能充分认识到毒品所带来
的危害，关键是把所学落实到行动上，提高自律能力，养成规则
意识，改变就是一种痛苦，但是不改变更痛苦。吸毒说白了就是
自己管不住自己，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关键是一到关键时刻
就把握不住自己的行为，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案例让人们对诱
惑防微杜渐。比如学习弟子规、了凡四训，孝经等等，不让杂草
生长 好的方法就是种满庄稼。 

四、整合社会力量，解决师资问题。 
大量实践证明老师水平的高低对禁毒与矫治效果产生直接

的影响，是不是具有针对性、吸毒人员的认可度如何、产生的改
变意愿效果如何等等。既要好效果还要经济实惠，其实这是一个
两难的选择，“能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很多，但是能将传统文化和
戒毒工作充分联系到一起的人却很少。必须了解戒毒人员需要什
么、缺少什么，在当下社会 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与老年大学相结
合。老年大学学员既有时间，又有精力；既有水平，又有抱负；
既有热情，又有激情；既有学识，又有技能；既管当下，又管长
远。是传统文化走进吸毒人员心灵 好的老师，因为许多吸毒者
吸毒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关爱，不少家属由于“恨铁不成钢”、“吸
毒是使家庭蒙羞”等观念而对戒毒学员失去信心。吸毒不属于敌
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对于吸毒人员，人们应该给
予更多的关怀、关爱，才能鼓励他们有信心、有觉悟去积极戒毒，
尽早重新融入社会，回到家中。 

五、传统文化对矫治人员的康复作用分析 
传统文化对于禁毒和矫治具有独特的康复作用。禁毒的康复

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心很容易空虚，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充实
内心，可以颐养性情。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太极拳、中医中药、书
法、绘画、诗词、象棋、围棋、跳棋和经典篇章等等，在大量的
矫毒实践中配以对症的药物治疗证明效果极佳，是单纯药物治疗
所不及的，也是相关人员乐于接受的。再比如《论语》中就蕴含
着大量修身做人的道理，其中大量的警句格言简明易记，对戒毒
人员警示激励作用明显。曾子脾气很不好，为了能够约束自己，
就写下了千古名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进步进
步再进步！还有《孝经》中所阐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毁伤，孝之始也”，说明你要有孝心就不应该吸毒，这样的道理
人人都可接受。还有“天生我才必有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
大用，都有贡献社会的责任和使命。曾子的《大学》“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人不能仅仅活出自己，还要有家庭、社会和国家。
具体来看一是用太极等方式锻炼神经系统提高感官功能。由于戒
毒人员长期吸食毒品，身体相对虚弱，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太极
拳和养生拳融入晨练，可以帮助他们颐养性情、强身健体。因为
练习太极拳要求心静用意，练拳时大脑皮质运动中枢和第二信号
系统处于高度的兴奋集中状态，而皮质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则处于
抑制状态，这对于某些慢性疾病患者十分有益。二是中华传统中
药对修复大脑的独特作用。中药戒毒是我们的优势，从修复大脑
神经系统入手，抑制“毒品记忆因子”的敏感性，同时恢复被毒
品破坏的各器官功能，标本兼治，无成瘾性，从而达到防止复吸
的目的。戒毒人员 常见的戒断反应就是失眠、心慌，中药的作
用就是让他们睡个安稳觉。三是书法助力摆脱“多巴胺”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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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书法具有简单易学，人人可上手的特点，戒毒就是要打破
“多巴胺”对人体的控制和影响，就需要有一种长期的兴趣来制
约和代替它，让人永远或者暂时忘记它，用兴趣战胜毒瘾，用爱
好战胜陋习。四是品学国学精粹、夯实人生底色，与经典同行、
塑造美好心灵。中华传统文化 重要的就是经典的学习，对健全
人格、陶冶情操、铸造精神具有独特的作用。想改变一个人可以
从简单到复杂，从身体到灵魂。在生理脱毒阶段主要靠规范行为，
学习弟子规，强调人必须要在规则下生活；在康复阶段要慰藉心
理，学习了凡四训，强调命自我定，人生把握在自己；在回归社
会主要靠自律，学习曾子的大学，不仅活好自己，还要有家庭、
社会和国家，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一队一品”的教育模
式，结合戒毒人员的实际，将雅韵、墨香、书画、艺粹等传统文
化贯穿其中，以人文关怀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
为重点，让戒毒人员通过每天一练、每周一课、每月一展的方式
了解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学智慧中获取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交友观、家庭观，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精髓中获
取正能量，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坚定远离毒品的信念。 

六、传统文化禁毒和矫治的重点难点分析 
从国外看，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把传统文化应用于禁毒和戒毒

的研究与应用处于阶段性研究之中。通常西方国家禁毒和矫治治
理采取法制、宗教、道德等手段，但是法制只能管一时，宗教和
道德却能管一世，但是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成效较
慢，但是效果确是惊人的，据统计预防教育投入 1 美元，戒毒节
省 7 美元；戒毒投入 1 美元，执法节省 7 美元。但是在预防教育
中问题常常出现在执行力不够上，以至于效果不佳。美国各州的
法律不同，对吸毒者、贩毒者的处理办法各有不同，加上认知偏
差，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直把毒瘾视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
而不是犯罪，这就给贩毒、吸毒分子树立了一道天然保护屏障，
以至于吸毒者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而侧重司法介入和执法
力度，主要手段是暴力打压，甚至是彻底铲除毒品使用，试图通

过铲除毒品生产线和抓捕毒贩来获得成功。但是政府的打击使得
毒品生产更小型化专业化，丝毫没有破坏毒品的供应，带来了被
我们称为“气球效应”的后果。还有早期多把吸毒分子当做犯人
看待，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和健康观念的影响，往往注重躯体疾
病而忽视心理疾病，重视躯体锻炼和保健而忽视心理保健，重视
影响健康的生理因素而忽视了影响健康的心理因素，对吸毒人员
的教育过程中，就难免存在着片面强调生物医学治疗、生理脱瘾
或不恰当地依靠思想教育、生产劳动手段的情况。我国充分利用
传统文化，重点在于极大地改变人们错误的价值追求，丰富人们
的业余生活，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这是根本。如果人人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开展有益的业余
活动，这才是禁毒的重点，要形成“无毒”的社会环境，让人们
从内心不想毒、不吸毒、杜绝毒。难点在于市场经济人们把物质
金钱常常做为唯一价值导向，有钱的极力寻求刺激，青少年把吸
毒当做一种时髦，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50.5 万名,
全国毒品滥用问题日益严峻，基数庞大、复吸率高；滥用大麻和
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增长；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大麻、新精神
活性物质叠加滥用,毒品滥用情况更加复杂的特点。目前世界上
戒毒的方法有药物戒毒、医疗戒毒、强制戒毒等，实践证明这些
方法都难以彻底解决复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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