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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华道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这些优秀传统在当代中

国社会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要真正发挥好优秀传统道德的现实作用 ,就必须正视当代

中国道德生活的新挑战 ,对中华道德优秀传统加以适当的调整和拓展 , 从而在对应挑战的过程中

开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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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所凝聚成的许多优秀思想

和精神 ,不仅在古代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 ,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而且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中华文明素称礼仪文明 ,中华道德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华

道德丰富的内容 ,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华道德的历史复杂性。毫无疑问 ,我们应当

承认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制约 ,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 ,比如

“三纲”之说 、“三从”之论等等 。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千万不能因为中华道德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 ,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这是因为 ,其一 ,

任何一个民族道德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割断本民族的道德历史 ,其二 ,中华道德虽有片面性和

局限性 ,但是更有支撑起民族正气和脊梁的优秀思想和精神 。所以笔者以为 ,一味地否定甚至

放弃中华道德 ,我们这个民族当代道德的发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

讲 ,撇开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梳理其优秀传统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

的事 。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肯定人的价值 ,注重人格的尊严。孔子说 ,天地之行人为贵 ,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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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最为宝贵的 ,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则进一步指出 ,因为人人都有良知 ,所以也就都有

自己的内在价值 。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 ,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 ,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

人的道德意识。正因为人有道德意识 ,人与禽兽就区别开来了 ,人就具备了独特的内在价值 ,

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严。孟子有两句名言 ,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 [ 1] (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

有比生命更宝贵的 ,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恶有甚于死者”[ 1] (P475),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

亡还更厉害的 ,这就是丧失人格 。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 。对人

的价值的肯定 、对人格尊严的注重 ,是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优秀传

统的熏陶下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把自己

当人来看 ,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 ,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 ,从而开发人的价值 ,赢得做人的尊严;

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把别人当人看 ,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 ,也就是要尊重别人的

人格尊严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 ,是中华道德的一个基本特色 。

第二 ,强调为民族 、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理念。所谓整体 ,就是民族和国家;所谓整体主义 ,

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 。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整体主义理念 ,就形成了

顾全大局 、乐于奉献 、公而忘私 、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 。历代传颂的“国耳

忘家 ,公而忘私”[ 2] (P4)、“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3]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

避趋之”[ 4] (P105)等至理名言 ,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正是在中华道德整体主义的

优秀传统的熏陶下 ,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顾全大局 、乐于奉献的仁人志士 ,从而使得我们的民

族和国家虽历经无数次内忧和外患 ,但始终能够一次次获得新生 ,走向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第三 ,强调以义为上 ,重视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 ,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私利与公

利的关系。中华道德从来就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 ,

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 曰 :̀富之 。' ”据朱熹的解释 ,之所以要

“富之” ,乃因为“庶而不富 ,则民生不遂” 。[ 1] (P208-209)中华道德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

利益的追求 ,另一方面也感到 ,如果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约束和引导 ,那势必会造

成现实的利益关系的恶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华道德提出了以义为上的重要思想 。孟

子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这一主张:“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

取义者也 。”[ 1] (P475)以义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义:其一 ,利必须要受义的制约 。

追求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 1] (P138),因此必须见利思义 、

见得思义。其二 ,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为什么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呢? 这是因为追求物质

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 ,欲固不可禁 ,但假若人人各顺其欲 ,现实的利益关系势

必恶化 ,所以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1] (P98)亦即要求人们在求

利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 ,这样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 ,反对一味追求私利 ,提倡将求利

的欲望升华到谋民利 、国利 、天下利的高度。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以义为上 ,因而形成了中华

民族见利思义的优秀品质 ,在经济生活中讲道德 ,成为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的基本道德规范 ,这

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伦理化 。

第四 ,推崇仁爱原则 。“仁”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 ,但是孔子将“仁”提到了一个突出的

位置 。正因为有孔子的提倡 ,所以仁位居“五常”之首 ,成为中华道德的核心范畴 。孔子对仁有

多方面的解释 ,樊迟问仁 ,孔子回答说“爱人”[ 1] (P201),从而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要义 ,其后

孟子说“仁者爱人”[ 1] (P427),亦将仁释为爱人 ,由此形成了仁者爱人的重要理念 。仁者爱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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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十分丰富的含义 ,首先它强调仁爱应当分别亲疏远近 ,从爱最亲近的人即父母兄弟开始 ,逐

步推广扩大到其他;其次它强调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 ,对不同的人 ,仁爱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

不同的表现;再次它强调应当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 ,通过实行仁政教化 ,达

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最后它强调要将对人的爱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的爱 ,所谓“仁民而爱物”
[ 1](P519)。仁者爱人的理念 ,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古代人文主义的特征 ,对于协调人际关系 、维

护社会稳定 、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 。

第五 , 重视修养实践 、崇尚理想人格是中华道德的根本追求 。中华道德历来重视将道德

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作为自身的根本追求 。首先它充分肯定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 ,

强调任何人只要立志向善 ,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次它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

实践 ,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 ,提倡“身体力行” 、“躬行实践” 。《大学》中明确提出: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正因为这样 ,讲道德就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 ,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 ,做文章讲道德有“文以载道”

的说法 ,政治讲道德有“为政以德”的说法 ,教育讲道德有“德教为先”的说法 ,经商讲道德有“道

德经商”的说法 。最后它指出修养是一个不断接近道德理想人格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中国历代

思想家也都十分注重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应当说 ,由于将重视修养实践 、崇尚理想人格作为

根本追求 ,从而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

二 、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优秀的道德精神作为支

撑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够屡经挫折而又百折不挠 ,从而不断赢得新的复

兴。可以说 ,没有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史 ,因而中华道

德的优秀传统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 。然而 20世纪以

来 ,在历经了近代一味反传统浪潮的冲击之后 ,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日益为世人所淡忘 ,甚至

有人感叹中华道德只有在“历史博物馆”里才能找到它的身影 。许多有识之士深深感到 ,在当

代中国 ,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能否继续传承下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 ,中华道德在当

代社会还有没有继续发挥作用的生机 ,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必要弘扬中华

道德的优秀传统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华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法小农社会相适应的 ,在国家现

代化的过程中 ,它是精神包袱而不再是精神财富。此论的极端论调 ,是所谓抛弃“黄色文明”

(以黄河为象征的中华传统文明)。笔者以为 ,此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华道德完全有可能在

当代社会经过一种现代的转化而继续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应当大力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

传统 。其理由在于:其一 ,从可能性方面来看 ,首先中华道德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机

组成部分 ,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 , “传下来并统治着你”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 ,换言之中华道德

势必会成为中华民族当代道德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其次中华道德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历经政

治 、经济 、文化的几多冲刷 ,造就了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格 ,每次大的历史变迁 ,它都成了

吐故纳新的大熔炉 ,也就是说中华道德已成功地担当了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历史延伸点 。其

二 ,从现实性方面来看 ,在许多华人聚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 ,非但没

有走完全否定中华道德的路子 ,而且还深深地体验到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

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 ,特别是 1959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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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 ,使我深深相信 ,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

陶 ,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5] (P7)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 ,正是秉承中华道德的优

秀传统 ,才不仅赢得了事业的成功 ,而且积极回报社会 ,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 ,成为当代华

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在国内 ,有些地区通过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宣传教育 ,已很好地净化

了社会风气 ,这说明中华道德在我国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 。不

仅仅华人社会人们正日益感受到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 ,许多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日益看到中

华道德的独特价值。1993年 ,由日本国立大学和三井集团联合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 ,要求

就读该院的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 、《中庸》 、《论语》中的片段 。上述情况表明 ,中华道德有

可能也有必要通过现代的转化 ,发挥其价值导向的作用 。

开发中华道德的时代价值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大力弘

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这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业。

首先 ,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必将有助于改善当今中国的社会道德风气 。中华道德优

秀传统就是要人们时时事事都要讲道德 。然而时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环境确实有不少值得忧思

的问题 ,当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时候 ,人们正在频频使用“滑坡” 、“失范” 、“失缺” 、“低下”

甚至“沦丧”等词汇来表达对道德现状的感叹 。确实 ,现实生活中明目张胆的坑蒙拐骗 、与日俱

增的假冒伪劣 、形形色色的违法乱纪 、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 ,乃至于无所不在的对道德的不屑

一顾 ,所有这些的确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我们能够把现实的道德问题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下

考察 ,如果能够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中华道德的发展脉络 ,可能会更多的化忧思为启示 ,变焦虑

为探索。当前从国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行 ,以及教育界

越来越对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视 ,无一不显示着讲道德的优秀传统正在逐步得到恢复。中华道

德的优秀传统如果能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得到激活 ,可以预见中国的道德环境必将会有令人振

奋的改观 。

其次 ,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华民族道德进步的必由之路。道德作为民族特

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来都是有民族性的 ,只要世界上还有不同的民族存在 ,就有不同民族道

德的存在 。众所周知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民族的基于长期的发展而积淀下来的特性 ,有所谓的

英国人绅士风度说 、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 、美国人开放说 、日本人善采异邦说 、中国人勤谨中庸

说等等 。民族特性的差异反映在道德上也必然表现出道德主色调的异彩纷呈。因而 ,道德建

设需要因“族”而异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注重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

最后 ,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必将有助于振奋民族的精神 ,提高全民族的自尊心 、自信

心和自豪感 。蔡元培曾经说过:“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 6] (P2)这句话意味深

长。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急剧下降 ,泱泱大国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高

贵 ,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 ,最终定格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 ,

虽说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明显的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一百多年来 ,中华民

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我们应该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有什么可以作为本

民族的根本特色或优势来发展的呢 ?答案就是蔡元培所说的“伦理学” 。应当说 ,中华道德历

史之悠久 、体系之博大 、内容之精深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与中华民族相比。如果在这个属于自

己长处的地方也“一哄而上”地学西方 ,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恐怕真的难以重塑了 。所

以 ,我们说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注重弘扬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必将有助于增强我们民族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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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 ,有助于挺立中华民族的脊梁。

三 、中华道德的发展升华

中华道德是中华民族值得珍视的一笔古老的思想精神财富 ,其优秀传统至今依然具有十

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是应当指出的是 ,要使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依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

的价值支柱 ,使其在当代社会依然能够熠熠生辉 ,就必须对它加以发展升华 。也就是说 ,必须

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有机地融会到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去 ,从而使其在当代社

会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大发展。

中华道德的发展升华 ,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古”和“今”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

这种结合点就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我们应当从现实实践的特点和需要出发 ,对中华道德的优

秀传统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诠释和阐发 ,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

以应用和发扬光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必须正视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新挑战 ,对中华道德优

秀传统加以适当的调整和拓展 ,从而在对应挑战的过程中开拓前行。

挑战之一来自于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碰撞 。随着中国加入 WTO ,中国会在更广泛更深刻

的层面上参与全球化的浪潮 ,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会更加突出 。这势必会给当代中国人的

道德观念带来影响 ,给当代中国人道德生活带来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 。面对这种形势 ,中华道

德的优秀传统就应当与时俱进 ,积极吸取世界各国优秀的道德文化成果 ,特别是当代发达国家

的先进道德观念 。事实上 ,历来中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国古代

汉 、唐两代号称盛世 ,就是由于汉 、唐时期先后开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中择善而从 ,从而充实 、发展了自己 。当代社会尤其如此 ,经济全球化 、信息一体化 、科学技术

国际化已成事实 ,任何民族封闭式的自我发展早已成为历史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状况 ,要求

我们在注重发挥好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的时代作用的同时 ,更要有海纳百川的宽广眼界 。要

善于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道德文明 ,以充实中华道德的时代内容 。与此同时 ,要特别强化民族

自尊自主自强的道德意识 ,谨防滋生民族自卑情绪。这就要求我们要适当调整中华道德的内

容重心 ,在当前就是要突出为民族为国家的道德精神 ,突出国家主权观 、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安

全意识。

挑战之二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不是没有市场 ,但基本的经济方式

是自然经济 。所以说 ,中华道德及其传统基本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 。市场经济的

发展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 ,有些是过去没有而需要新生的 ,有些是过去有但必须

要有新发展的。比如说 ,市场经济要稳定的发展 ,就要求讲信用 ,这是其道德前提。中华道德

过去也十分强调信用观念 ,有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言九鼎 、一诺千金等等说法。但是为

什么现在人们普遍感到市场信用的不足呢? 就是因为中华道德长期以来所谓的信用是就自然

经济状况而言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是信用 ,怎么讲信用 ,中华道德在这方面理论和规则

的准备都是不足的。这就表明 ,中华道德及其优秀传统要在当代社会继续发挥作用 ,就必须认

真地迎接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 。

挑战之三来自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 ,社

会进步就会带来道德生活的许多新问题 。比如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势必引起社会的变动 ,

社会变动大了 ,新一代人和老一代人的道德观念差异就大 ,于是很自然地就有了道德代沟问

题。又比如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 ,老一代人不一定比新一代人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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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上的权威性 ,中华道德及其优秀传统的传递一直靠的是老一代人的道德权威 ,知识权威的

丧失就直接威胁到道德权威的建立 ,因而道德传递就产生了大问题 。这些问题预示着这样一

种信息 ,那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中华道德及其优秀传统无论是其规范体系还是其传

递方式 ,都应当相应地更新和改造 ,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挥好其社会价值。

中华道德的发展升华 ,是时代赋予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 。中华道德是中华民族道

德智慧的结晶 ,从“为仁由己” 、“自强不息”的道德自主性 ,到“为万世开太平” 、“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社会使命感 ,无数道德箴言积淀成了泱泱的大国风范和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华道德虽然

是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 ,但只要我们做好发展升华这篇大文章 ,它依然可以在新的世纪光彩耀

人 、泽被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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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thy trends of Chinese morals and the valu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 life

YANG Ming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 Morality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Abstract:Chinese morals develop lo ts of healthy trends during the long history.They remain

g reat valu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Encouraging healthy t rends of Chinese morals

has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In order to bring these healthy t rends into play , we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new challenges w hich come from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 life ,

we should also adjust and develop them properly , so w e can make a big strides fo rw ard facing the

challenges.

Key words:Chinese morals;healthy trends;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 life;value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