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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下）

陈   来

传统美德的内涵

我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

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

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

已经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产

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

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道德观。

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春秋后期

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

信”、一个是“智仁勇”。当

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

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

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

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

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

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

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

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

“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

发展了“义”，跟“仁”并列，

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

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

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

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

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

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

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跟五行

对应。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

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

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

还有一些道德德目，他们跟四

德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

道德体系，比如说孝悌、中和、

诚敬。在中国古代，在实际的

社会生活里，我们刚才讲的孝

悌、中和、诚敬等是跟五常一

起发生作用，它们共同支配着

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道德

生活。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孝。

孝不在五常里头，可是我们没

有人能够否认孝在我们中国人

的道德生活里面占有重要而且

非常突出的地位。孝没在“仁

义礼智信”五常里，你能说中

国人不重视孝吗？不能这么

说。因此我们说，我们平常讲

仁义礼智，讲四德，它作为道

德规范和德行的条目，对中国

文化来讲是有代表性的，但是

也不能说它就能全部覆盖我们

的道德观念、道德生活。

为什么仁义礼智这四德

在历史上，在儒学的理论里边

被认为最重要、最突出？为什

么不把孝放在里面？儒学有自

己的思考。在实践中大家当然

都非常重视孝，应该说孝是内

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里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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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出了特殊

的伦理关系，变成一般的人与

人关系规定的准则。它不是一

个血缘的伦理，也不是一个特

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孝是一个

血缘关系的伦理，特定的政治

关系伦理就是忠。而仁义礼智

比起孝、比起忠，它有更加普

遍的美德的意义，更加普遍的

一种人际关系准则的意义。儒

学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和

根据。

但是我们讲，在古代每一

个德行的条目，它都不是单一

的、简单的。不管是忠、孝、

仁义礼智，每一个道德的条目，

往往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既有

它特定的、具体的意义，还有

它扩大的、普遍的意义。比如

说忠，它主要是一个特定政治

关系，君和臣之间，臣应该担

负的一个道德义务、一种道德

规范、一种道德条目。但是忠

它也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

就是可以是忠于政务、忠于国

家社稷。要全面理解君臣关系

的忠，它也不是简单的顺从，

能够犯颜直谏这也是忠。到了

春秋战国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就是尽心为人，《论语》中就

有这样的例子。

忠 信 在 春 秋 为 什 么 特 别

流 行？ 因 为 在 春 秋 的 宗 法 社

会里，忠信特别适应这个社会

的 需 要。 到 了 孔 子 时 代， 在

道 德 观 念 上 已 经 突 破 了 传 统

的 封 建 社 会， 也 突 破 了 血 缘

关 系， 把 仁 变 成 人 与 人 之 间

基 本 关 系 的 一 个 最 重 要 的 道

德。 战 国 时 期 仁 义 都 成 为 重

要的道德。仁义之所以重要，

不 是 因 为 孔 子、 孟 子 特 别 提

倡 它， 而 是 当 时 的 时 代 需 要

它。 战 国 时 代 封 建 的 宗 法 制

度 处 在 衰 朽 和 变 化 中， 所 以

个人对宗法政治的道德义务，

就 让 位 于 那 些 含 义 更 普 遍 的

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

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

仁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

它 也 是 社 会 价 值。 但 是 五 常

里 面 应 该 说 不 见 得 都 是 社 会

价值，比如五常里面讲“智”，

它 虽 然 也 有 超 出 个 人 道 德 的

意 义， 但 是 它 就 不 是 一 个 社

会 价 值。 可 是 仁 和 义 就 是，

除 了 是 个 人 的 道 德， 也 是 社

会的价值。

今 天 我 们 回 顾 关 于 仁 义

礼 智 的 意 义， 我 们 也 要 给 它

做 一 个 说 明， 我 们 今 天 怎 么

概 括、 把 握 他 们 作 为 个 人 道

德 的 意 义。 首 先 是 仁， 仁 的

意 义 在 历 史 上 争 论 是 比 较 少

的， 特 别 是 唐 代 以 后， 因 为

韩 愈 讲，“ 博 爱 之 谓 仁”。

当然孔子已经讲“仁者爱人”，

这 个 爱 人， 应 该 说 孔 子 所 讲

的 仁， 已 经 超 越 了 亲 属 间 的

亲 缘 关 系。 用 我 们 今 天 的 话

来讲，它已经变成大爱无疆，

有广阔、深厚的含义。

四德里的礼，本来是强调

仪式、礼节，而且特别注重行

为面貌的修饰；因此四德里的

礼，作为道德就是遵礼守礼。

义，它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

的尊敬。义的进一步普遍化，

就变成对所有的长辈，包括亲

属长辈和亲属以外长辈的尊敬。

可是因为后来礼的条目它涵盖

了对长辈的尊敬，所以义到了

孟子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

孝，中国人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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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羞恶有关的德行，义的含义

越来越变成坚持道义、去恶扬

善。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认

识层面。作为一个道德的德目，

是对道德知识的一种辨识、一

种掌握能力。所以对个人道德

的德目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

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

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

我 们 说 作 为 个 人 道 德，

仁义礼智是这个意思，但是我

刚才也讲了，仁义礼智里边的

仁义，它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

的意义，它还是社会价值。比

如说仁义有更广的社会意义，

孔子讲仁，仁是作为道德。可

是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

四 海， 卿 大 夫 不 仁， 不 保 寺

庙”，所以仁也是政治的普遍

原则，所以在汉代以后两千多

年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应该说

在理论上仁都是一个主导的政

治和行动原则。这就不仅是个

人价值，还是这个国家、这个

社会的政治行政基本原则。所

以你看，唐太宗《贞观政要》，

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作

为基本价值，这就是已经超出

了作为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

政治的最基本的价值。仁再发

展，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

下大同，变成一个最高的社会

理想。

义，《左传》里讲“多行

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

的概念，孟子说“杀一无辜非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

违反原则的。所以义在古代很

多地方都是作为正义来使用。

所以我们说仁义礼智不仅

仅是个人道德，也是古代社会

的社会价值、古代社会的基本

价值。比如说就社会基本价值

来讲，仁要强调仁政惠民；礼

是强调文化体系，义就是社会

的正义原则，和是和谐团结。

除了我们讲的这些道德条目以

外，还有很多跟这些德目有密

切关系的修养方法，比如克己、

反身、正心诚意、慎独等等。

除了在经典中的这些说法

表达了我们的道德价值，另外

在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里，也

有一些流行用语表达主流价值。

比如宋代讲究“节义廉耻”，

明代后期讲“忠孝节义”，你

看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忠孝节义，

它就是社会流行的。

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转化

帝制推翻后，近代以后的

政府需要在不同时期提出新的

道德规范。1912 年，民国政府

提出“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

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

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孙中山

是个革命家，可他非常重视传

统美德的传承转化。如忠孝，

孙中山很讲究忠孝，他认为这

个时代不能提倡忠君，但可以

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

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便是忠。我看孙中山就是把

孔孟之道的“忠”做了现代的

传承转化。他认为古时候讲的

忠是忠于皇帝，民国成立以后，

没有皇帝，但还是要忠，要忠

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

效忠。这就是孙中山对传统道

德观念的转化。后来孙中山也

山东肥城实验小学里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主题文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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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不能

忘记存在的共有道德，新的道

德规范必须传承转化古代道德，

不能完全另一套。孙中山曾经

讲过：“因为我们民族道德高

尚，所以国家虽亡，民族还能

存在，并且还有力量同化外来

的民族。所以宗本及源，我们

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

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群

体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

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

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这个固

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复。”他

十分重视固有道德在今天民族

复兴中的地位。

孙中山之后，南京国民政

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又加上

“礼义廉耻”加以提倡。

比较之下，礼义廉耻更侧

重个人道德。孙中山提倡

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是结合社会的价值需要，

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这都不是个人的。这 12 个

字成为国民政府提倡的主

流道德，也是传承中华固

有道德的一种方式。

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

章，叫《新民说》。《新

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

我 们 中 国 人 以 前 讲 的 都

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

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

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

群。梁启超的《新民说》

认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

要的，但是认为公德的基础是

私德。私德就是个人基本道德。

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倡爱

国，爱国是公德，提倡友善诚

信，这就是私德。梁启超的《新

民说》，这个关系不是并列的，

这两方面虽然都重要，但是就

个人来讲，基础是个人品行、

个人道德，这个是基础。所以

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础。我们

中华美德在这方面有深厚的资

源。

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梁启超所讲的私德和公德，

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

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

个人为主体的道德要求，但是

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

落实在个人主体上的道德问题，

这就是价值概念与道德概念的

不同。

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

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强调要

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

这是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实践时，在理论上必须明

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继

承弘扬传统美德，中华美德的

继承转化，这些主要是就个人

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

讲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重

点还是私德”。所以总书记最

近讲的加强道德建设、形成道

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

遵道德、守道德，我们说主要

都是就个人道德讲的，要落脚

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是

要指向我们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怎么做人，这

很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社会中有一种观点认

为我们今天应该主要是

讲公民道德，而公民道

德大部分的主要内容都

是公德。其实西方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

“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

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

求品德是比较高的”，

做一个公民和做一个善

人是不一样的，作为一

个公民，他的要求应该

说属于爱国守法这样一

些基本要求，不是一个

很高的要求。可是作为

一个善人，他的道德要梁启超《新民说》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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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比较全面的。如果从政治、

从法律上来讲，对公民的要求

还是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就社

会、就文化，特别从中国传统

文化的角度，我们不仅要求一

个公民的道德，还要求一个善

人的品德。这就是我们讲道德、

守道德、遵道德时，需要了解

的重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

践行是更重要的话题，它与中

华文化的价值观、美德体系有

怎样的联系？我认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要以中华文化的主

流基本价值观作为基础，作为

源泉，作为立足点，作为根基，

作为根本，作为命脉。今天我

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的提炼和提出，首

先要有一个文化的基础，要以

中华传统的价值作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的基础，他讲了六条，

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

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把握，

怎么把它跟传统文化的基本价

值观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基本

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

关系就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

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

源泉，是立足点，是根基，是

根本，是命脉。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实践，具体的操作，一定要

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

为条件、为落脚点。今天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培育、要践

行，怎么践行？怎么培育？我

认为就是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

传承和实践作为它的根本条件，

作为它的根本落脚点。一定要

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跟传统

美德的关系。而其中加强个人

基本道德的培养，是特别重要

的。

关于个人基本道德，我从

儒家文化的角度，提出分三组：

第一组，就是个人基本道德，

就是仁、义、诚、信、孝、和。

我们如果用双字词，就是仁爱、

道义、诚实、守信、孝悌、和睦。

第二组是次一级的，忠、廉、强、

毅、勇、直，就是忠实、廉耻、

自强、坚毅、勇敢、正直。第

三组是关于公民基本公德，这

是从儒家的角度提的，不是站

在国家的角度，作为个人基本

公德，就是爱国、利群、尊礼、

守法、奉公、敬业。不管私德

公德，都是要最后落实在个人

上实现，今天我们要把它细化，

从儒家的立场上提出这样一个

体系，它是强调个人道德的体

系，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讲的。

所以我的基础观点是这样

的：一方面我们要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实践，另一

方面一定要注重中华美德体系

的传承和实践。从个人基本道

德做起，这样道德和社会风俗

的改善，才能有一个扎实的社

会基础。遵道德、守道德才能

落到实处。

（转载自《光明日报》 2014年

8月 11日。本文内容系“中华文

化四海行——走进甘肃”活动

在兰州首场专题文化讲座）

个
人
基
本
道
德

仁、义、诚、信、孝、和

忠、廉、强、毅、勇、直

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

“
”

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的关系就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

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是

立足点，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