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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上）

陈   来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主流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观

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 , 它涉

及到我们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怎么把握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见

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向着一个新

的方向发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

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

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

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

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

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当时有这样的观点：

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

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

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

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

早起源。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

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

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

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

想法。比如春秋的时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

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

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们要

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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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

孔子的角度来谈，他承认神灵

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

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

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

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

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

的一种崇敬和神圣感。为什么

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

很多智慧？是因为很早中国人

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

管理上。

第二以德为本。这与今天

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

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跟以神

为本在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

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

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

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

偏好、如何选择，就是一个人

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

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

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反

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

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这就是以德为本。

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

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

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

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

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孟

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这也是在比较中看

出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

有民为邦本的思想，但君王还

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

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

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

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

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

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

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以合为本。以合为

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

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

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

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

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

的视野。十八大报告里，特别

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

要。我们在讲发展时，一定要

考虑生态文明的建设、维护和

涵养。这一点与我们古老的思

想资源结合起来，就是讲天人

合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

不倾向于分。人与自然的统一，

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统一，

也是一样。中国从政治、从治

国理政再往上提高一层，我们

叫天人之学、天人之际，这涉

及到哲学的宇宙观，就是注重

合，不注重分。

传统价值观的特色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特

别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

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比较对象，

我们怎么来把握在社会层面的

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它的特

点是什么？因为习总书记最近

一直在讲我们有中国的国情。

国情是从价值体系来的，这个

中国特色价值观的特色、特点

就是我们的中国国情。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跟西方

近代相比，有很大不同。第一

个特点是“责任先于自由”。

就是很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

社群，甚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

任。责任意识非常强。我们讲

以天下为己任，孟子就讲过了。

古人在汉代就明确要以天下为

己任，己任就是责任。从古代

先秦的“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

有一个很突出的责任意识，就

是对天下的责任心。“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汉代

思想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

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

以天下为先，就是我们历史上

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特点，是“义务先

于权利”。西方近代社会非常

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我们儒家

思想里，强调的是义务。梁漱溟，

他在山东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

践，在这个实践里边，给他感

触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和人的关

系，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

这是中国人伦理的一个特色。

我们今天讲中国人的伦理，就

特别强调义务感。当然这是一

个开放的义务感，决不仅仅指

一个人的家庭义务。家庭义务

是必需的，义务还要从家庭放

大，从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区，

从宗族（就是古代社区），再

到郡县、国家、天下。中国人

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义务感，

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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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群体高于个人”。

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的是以个

人为本，但是我们中国的以人

为本，不是讲的以个人为本，

还是以群体为本，所以群体是

高于个人的。责任先于自由、

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

这是中国人古代价值观的特色。

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非常开拓，

不是一个小团体主义，一个地

区主义。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

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是

大天下情怀。《论语》里讲，“四

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

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

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

中国人的基本关系，中国人早

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

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第四，“和谐高于冲突”。

看看文化史会发现人类的文化

里充满冲突，充满斗争、流血。

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和谐。西方

的文化强调个人，总以自我为

中心，克服别人、占有别人，

排斥异教。所以西方历史上的

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但中国没

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两

次世界大战，它的根源都是在

西方和西方文化。近代日本也

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

在东方侵略。所以我们从价值

观来讲，因为中国传统“和”

的理念，也体现在处理和周边

国家关系上。历史上，当然我

们也有个别帝王发动侵略战争，

但总体讲，这些皇帝的作为是

违反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在

主流价值观中是受到批判的。

中国是以安土睦邻为先，总体

来讲，我们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传统价值观的转型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责任先

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个“先

于”今天还要坚持，这就是我

们中国人的特色，我们没必要

跟西方人一样，什么都是个人

权利为先，伸张个人的要求为

先。但对这一点不能极端地理

解：比如责任先于自由，但完

全否认自由是不对的；义务先

于权利，但完全忽视权利，也

是不对的；群体先于个人，但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图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和”字方阵



文化

58

  2014 年第12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50 期

· 人文日新

不尊重个人、不关心个人，这

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把传

统价值观的传统转化，加以发

展，我们要坚持这些“本”、“先”，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那些“被

先于”的内容。

儒家的以民为本，今天我

们还需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角度，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

要坚持以民生为先。古代的以

民为本的思想，它也有它的一

些偏向，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

今天要将此加以现代性的转化，

法制建设要加强，民主建设也

要加强，要扩充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大家的权利，包括政府。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天

如果把传统价值观加以发展，

我们在坚持民本、强调民生的

同时，也要注重民主。

最后，“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思想

强调社会和谐，是比较重视公

平和平等的。我们社会的价值

观认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就

是平等比财富更重要，所以不

患贫、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

经历了“文革”，经过了

人民公社时代，我们知道，对

均平的追求，不能变成只要社

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完全忽视社会发展。现代

社会，我们应该允许财富和财

富增长的追求，也允许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当然我们最终是

要推向共同富裕。要正确、辩

证地理解平等和财富在发展中

的差距。这既是个价值理念的

问题，也是个辩证把握的哲学

观念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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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南京举行祭孔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