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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五常”ꎬ其特点是用反映社会普遍伦理的

“五常”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三纲”ꎮ 西方当代核心价值观念ꎬ也是用反映社会普遍伦

理的“自由、平等、博爱”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人权、民主、法治”ꎬ而且二者都深深植根

于传统的基督教文化ꎮ 这对我们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

启迪意义ꎮ
〔关键词〕核心价值ꎻ三纲五常ꎻ基督教ꎻ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
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ꎬ广泛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ꎬ追求高尚的道德

理想ꎬ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ꎮ”当前弘扬中华美德ꎬ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我国思想理论领域的一项重大工程ꎬ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ꎬ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ꎬ需要我们进行深入

的探讨ꎮ 为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当代社会核心价值建设的

一些经验ꎬ作为我们弘扬、培育、涵养的借鉴ꎮ

一、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的建设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有核心价值ꎬ恐怕非“三纲五常”莫属了ꎮ 一般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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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封建社会始于秦汉ꎬ是继承了先秦社会的优秀文化基因发展而来ꎮ “三纲五

常”一词的完整提法是在«白虎通义»中出现的ꎬ但是其思想框架则在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中已经基本完成ꎮ 董仲舒按照“贵阳而贱阴”的理论ꎬ对儒家人伦观

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ꎬ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ꎮ 他说:“凡物必有合ꎬ合必

有上ꎬ必有下ꎮ”(«春秋繁露基义») “阳者阴之合ꎬ妻者夫之合ꎬ子者父之合ꎬ
臣者君之合ꎮ”(同上)在这几组矛盾中ꎬ属阳的一方永远处于支配地位ꎬ而属阴

的一方则要绝对服从ꎬ因为这符合天地阴阳之大道ꎮ 所以说:“王道之三纲ꎬ可
求于天ꎮ”(同上)而且“道之大原出于天ꎬ天不变ꎬ道亦不变ꎮ”(«汉书董仲舒

传»)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文字ꎬ但是“三纲”
的思想及其论证ꎬ在董仲舒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了ꎮ 到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

“三纲六纪”的时候ꎬ不过是代表政府对学术界的观念进行了政治的肯定ꎮ
“五常”则来自儒家的“五伦”说ꎬ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ꎬ饱食、暖衣、逸居

而无教ꎬ则近于禽兽ꎮ 圣人有忧之ꎬ使契为司徒ꎬ教以人伦:父子有亲ꎬ君臣有义ꎬ
夫妇有别ꎬ长幼有序ꎬ朋友有信ꎮ”(«孟子滕文公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
朋友ꎬ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社会关系ꎬ而调节这五种关系的根本

原则“伦”ꎬ就是“仁、义、礼、智、信”ꎮ 所以“五伦”又称为“五常”ꎬ即处理人伦关

系的五种常道ꎮ
在历史上ꎬ“三纲五常”曾被视为一个整体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

核心价值ꎮ 甚至到了封建社会末期ꎬ１９０１ 年慈禧太后在一道“假变法”的文稿中

还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ꎬ无一成不变之治法ꎮ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ꎬ
昭然如日星之照世ꎮ 而可变者令甲令乙ꎬ不妨如琴瑟之改弦ꎮ” 〔１〕 可见其规范社

会、巩固统治的重要性ꎮ
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分析ꎬ还是可看出“三纲”与“五常”的差异ꎮ 所谓“三

纲”者ꎬ具有明显的政治性ꎬ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等级性ꎮ “君为臣纲”是封

建社会的政治组织原则ꎬ君臣之间必须建立严格的统属服从关系ꎬ这是封建制度

的本质ꎮ 如果君臣关系可以变成相对的ꎬ那么君主专制统治就不可能建立ꎮ
“父为子纲”是宗法家族制度的根本原则ꎬ为了维系以男性为谱系的宗教家族制

度ꎬ必须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关系ꎮ “夫为妻纲”也是为了维系男性血缘

宗法制度的根本设计ꎬ如果妇女在家庭中有了自主权ꎬ父系家族制度也就无从谈

起了ꎮ 封建社会不仅提出了“三纲”的政治观念ꎬ而且设计了一整套政治、经济、
法律、宗教、文化制度来宣扬、巩固它ꎮ

“五常”则不同于“三纲”ꎬ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一套

道德伦理ꎬ具有超越具体社会内涵的普遍性ꎮ 例如“仁”ꎬ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ꎬ孔子说:“夫仁者ꎬ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ꎬ能近取譬ꎬ可谓仁之方

也已ꎮ”(«论语雍也»)人与人应当如何相处ꎬ关键就是能够学会“以己推人”
的“忠恕之道”ꎬ有了这种“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法ꎬ在任

何时代ꎬ任何国家都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ꎮ 所以西方人将其称为“道德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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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ꎬ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也把这些原则称为“普遍伦理”ꎮ 同样ꎬ义、礼、智、信也

都是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民族的基本伦理道德ꎬ具有永恒的普遍性ꎮ 近代以来

的中国思想家ꎬ即使反对“三纲”ꎬ但一般不反对“五常”ꎮ 就是在“批林批孔”的
时代ꎬ也只能说其“虚伪”ꎬ但是不能说它是错误的ꎮ

“三纲”与“五常”不仅性质不同ꎬ而且古代的思想家ꎬ都是用“五常”的普遍

伦理ꎬ来论证“三纲”的政治原则ꎮ 这样的论证不仅为统治阶级接受ꎬ成为他们

巩固阶级统治的工具ꎻ而且也宣扬了人类社会的普遍伦理ꎬ对统治阶级的行为有

所约束ꎬ使得“三纲”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原则ꎬ成为帝王为所欲为的口实ꎮ
“三纲”建立于宗法家族制度之上ꎬ所以“父为子纲”是其核心范畴ꎮ 儒家的“仁
学”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哲学ꎮ 孔子说:“孝悌也者ꎬ其为

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孩提之童ꎬ无不知爱其亲者ꎻ及其长也ꎬ
无不知敬其兄也ꎮ 亲亲ꎬ仁也ꎻ敬长ꎬ义也ꎮ”(«孟子尽心上»)孔子、孟子非常

明确地将仁学建立在父子亲情之上ꎬ原因就在于仁学的基本方法“忠恕之道”ꎬ
首先要使用于人们在社会上最常见的父子关系ꎮ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

爱ꎬ更何谈博爱天下之人?
在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制度下ꎬ家庭是国家的模本ꎬ国家是家庭的放大ꎬ“移

孝作忠”则成为儒家伦理中联系家、国的根本原则ꎮ 孔子说:“慈孝则忠”ꎬ“出则

事公卿ꎬ入则事父兄”ꎮ 后来在曾子那里ꎬ直接论证“忠臣出于孝子之门”ꎮ 他

说:“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ꎬ孝子之谓也ꎻ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ꎬ弟弟之谓

也ꎮ”(«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在家庭内部推行孝悌之道ꎬ就可以为国家培养忠

臣顺民ꎮ 因为对于父亲适用的原则ꎬ也可以用于对君主ꎮ 不过儒家不像法家那

样主张对于君、父必须绝对忠诚ꎬ绝对服从ꎮ 在君臣关系之上ꎬ还有一层更高的

原则ꎬ就是“礼”和“义”ꎮ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ꎬ臣事君以忠ꎮ”君主只有按照

“礼”的标准领导臣才是合理ꎬ才可以报之以忠诚ꎮ 孔子又说:“君臣之义ꎬ如之

何其废之? 君子之仕也ꎬ行其义也ꎮ”(«论语微子»)强调臣子服从君主ꎬ
是在服从天下的公义ꎬ而不是忠于其个人ꎮ 孟子讲到“武王伐纣”的历史意义时

说:“贼仁者谓之贼ꎬ贼义者谓之残ꎬ残贼之人谓之一夫ꎮ 闻诛一夫纣矣ꎬ未闻弑

君也ꎮ”(«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更是提出了“从义不从父”、“从义不从君”的
主张ꎬ反对昏庸残暴、倒行逆施的统治者ꎮ

从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的结构看ꎬ其内容既包括反映社会阶级本质的意

识形态ꎬ也包括反映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伦理ꎮ 在仁义礼智信的普遍理论指导

下ꎬ中国古代三纲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ꎬ总体上是合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

宗法家族社会规律的ꎬ因此才能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ꎬ才会有辉煌的中

国古代文明的出现ꎮ

二、近现代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如果我们进一步做一个国际性的比较ꎬ那么西方近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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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ꎬ也可以成为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参照系ꎮ 如果列举西方近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ꎬ应当说不出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
和“人权、民主、法治”这两组范畴了ꎮ 其中前者属于普遍伦理ꎬ后者属于政治意

识形态ꎬ而这两组社会核心价值ꎬ又都是建立在“两希文化”文化的基础上ꎮ 为

了便于和儒家文化相比较ꎬ我们重点谈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ꎮ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ꎬ出现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中ꎬ资产

阶级提出这个口号ꎬ就是为了动员广大社会民众ꎬ反对中世纪欧洲各国封建君

主ꎬ勾结罗马教廷建立严密控制人民思想的政教合一制度ꎮ 他们用宗教思想论

证“君权神授”ꎬ鼓吹封建制度的合理性ꎻ又用君主势力支持罗马教廷对各国人

民收取“什一税”ꎬ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ꎮ “自由”乃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

排斥思想异端的精神控制ꎬ“平等”乃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身份等级制度ꎬ“博
爱”则是针对封建领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ꎮ 资产阶级革命后ꎬ“自由、
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格言ꎬ并在 １９４６ 年和 １９５８ 年被写进法国

宪法中ꎬ现在已成为西方精神的代表ꎮ
中国近代对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一种误解ꎬ即把法国革命中一定时期用

无神论反对宗教的经验绝对化了ꎬ当成了欧洲的一般规律ꎮ 其实西方的资产阶

级革命ꎬ更多的是英国、美国、德国经验ꎬ即在对传统文化基本继承的前提下ꎬ有
所改良、有所扬弃ꎮ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基督教的文化遗产ꎮ 欧美各

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反对基督教的无神论思想家只是极少数ꎬ大多数启蒙思

想家只是反对罗马教廷ꎬ并不反对基督教ꎬ对于基督教文化遗产ꎬ都是以继承、改
造、利用为主ꎮ 即使当时最激进的法国思想家卢梭ꎬ也没有完全否定宗教对于人

类精神、道德方面的积极意义ꎮ 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中ꎬ明确地提到要重

建基督教信仰ꎬ形成新的“公民宗教”ꎮ 至于美国的先民们ꎬ更是在基督教“预定

论”和“选民”意识的指引下ꎬ去新大陆发现上帝的“应许之地”ꎮ 所以在其开国

元勋起草的«独立宣言»中ꎬ充满着宗教语言ꎮ 可以说自由、平等、博爱等词语ꎬ
都在基督教精神的涵养下ꎬ逐步发展成为全民共识ꎮ

首先说自由ꎮ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ꎬ人类和万物都由上帝所造ꎮ 在一切受造

物中ꎬ人类是最尊贵的ꎬ因为人类拥有灵魂ꎬ灵魂也是不死不灭的精神体ꎬ具有理

智和意志ꎬ所以说人类是上帝的肖像ꎮ 自由意志ꎬ是人性尊贵的杰出标志ꎬ即使

上帝也不会干涉ꎮ
其次是平等ꎮ 既然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ꎬ都有一个不死不灭的相似上帝的

灵魂ꎬ那么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ꎮ 基督教文化认为这是神的命令ꎬ“人人生而平

等”、“上帝面前ꎬ人人平等”ꎬ这是一切平等观念的基石ꎮ 无论你是谁ꎬ贵为君

王、教皇或贱如平民ꎬ在上帝面前ꎬ一律平等ꎬ这亦是法治的先决条件ꎮ
博爱就更好理解了ꎬ既然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ꎬ那自然应该互爱互助ꎮ 上

帝就是爱ꎬ上帝爱我们ꎬ所以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世上拯救世人ꎬ并为了我

们的得救而献出了生命ꎮ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应当相互仇恨ꎬ相互敌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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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精神落实在人类社会ꎬ便促成了普及教育、福利社会、世界一家、人类一体、
生态环保的最高理想ꎮ 这些思想都是发源于基督的博爱ꎮ

由于基督教文化在欧美两千多年的深刻影响ꎬ所以某些观念一旦和基督教

信仰挂上钩ꎬ马上就获得了“普世价值”的形态ꎬ很容易成为社会共识ꎮ 在自由、
平等、博爱等普遍伦理的基础上ꎬ西方社会逐渐由此形成了人权、民主、法治的政

治核心价值ꎬ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支撑ꎮ
关于西方的人权观念ꎬ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人权提出的背景是十七、十八世

纪欧洲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和否定神权ꎮ 其实那仅指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某一时

期ꎬ而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和时段ꎬ人权观念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例如美

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ꎬ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

转让的权利ꎬ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ꎮ”在这里如果没有“造物

主”ꎬ那人的一切权利就无从谈起了ꎮ 上帝制造了自由的人ꎬ因此每个人都有生

存的权利ꎬ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ꎻ人都有发展的权利ꎬ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ꎻ都
有保护人格尊严的权利ꎬ因此不受思想和行动的限制ꎻ人都有让渡自己权利的权

利ꎬ因此可以选择自己认可的政府ꎮ
由平等的观念ꎬ产生了西方式的民主理念ꎮ 在基督教的视域里ꎬ人人平等ꎬ

无论君主、教皇、总统ꎮ 世界上只有神是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ꎬ而人都是具有

“原罪”的ꎬ人的平等也可以说是“原罪”的平等ꎮ 由于人性本恶ꎬ因此对于任何

人都要加以监督和限制ꎮ 这一点可以在«圣经»原典中找到根据ꎬ“王不可为自

己加添马匹ꎬ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ꎬ恐怕他的心偏邪ꎻ也不可为自己多

积金银ꎮ 他登了国位ꎬ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ꎬ为自己抄录一本ꎬ存
在他那里ꎻ要平生诵读ꎬ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ꎬ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

言语和这些律例ꎬ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ꎬ偏左偏右ꎬ离了这诫命ꎮ”(«圣经申

命记»１７:１６ － ２０)这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被西方现代政治家很好地加以应

用ꎬ在美国«独立宣言»强调“天赋人权”之后ꎬ马上就提出保障这种“权利”的方

法:“为保障这些权利ꎬ才在人们之间成立政府ꎬ当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

损害这些目的时ꎬ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ꎮ”这就是西方以票选为基础的民

主制度的最后的、最高的文化依据ꎮ
至于法治ꎬ更是自由与平等的具体应用ꎮ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ꎬ在近现代社

会很自然地就演化成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ꎮ 西方人高度重视法律的神圣

意义ꎬ还因为他们有一种“契约意识”ꎮ 这种契约意识来自«圣经»记载以色列人

在出埃及的艰苦旅程中ꎬ其首领摩西在西奈山上与上帝立约ꎬ使犹太人成为上帝

的子民ꎬ他们只崇拜上帝为唯一真神ꎬ上帝会始终保护他们ꎮ 人神两分的宗教意

识ꎬ使西方人绝对不会怀疑契约的神圣性ꎮ 到了启蒙运动中ꎬ启蒙思想家把人与

神的立约ꎬ变成了“社会契约”ꎮ 民众既然已经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ꎬ所以就

要对由此产生的法律绝对服从ꎮ 西方当代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宗教

与法律»一书中指出:是宗教保证了法律的神圣性、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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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现代西方社会核心价值的分析ꎬ我们可以看到ꎬ在黑暗的中世纪曾

经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基督教ꎬ如何在近现代经过思想家的改造后ꎬ成为当代社

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ꎮ 因为在西方社会里ꎬ上帝的存在ꎬ«圣经»的真理

性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ꎮ 它远远超过了某些思想家的著作、政治家的权威、社会

活动家的行为ꎮ 用宗教中的普遍伦理来论证政治的核心价值ꎬ更容易得到民众

的广泛认同ꎮ

三、用儒家思想精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ꎮ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ꎬ都有其固有的根本ꎮ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ꎬ就等

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ꎮ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样一种政治判断ꎬ是建立在习总书记对中华文化以及世界文化深入理解和分析

的基础上ꎬ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成为这一判断的历史资料性注脚ꎮ
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做一些进一步的分析ꎮ 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

伯把世界宗教文化的类型分成了“先知神启型”和“道德楷模型”ꎮ 毫无疑问ꎬ亚
伯拉罕系宗教文化地区的国家ꎬ都属于“先知神启型”的文化ꎮ 在神人两分的世

界中ꎬ先知传达的神意就是最高的价值ꎮ 然而在中国ꎬ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经

历了祛魅化的思想历程ꎬ天命神权已经下降到“神道设教”的辅助地位ꎬ而圣王

的道德楷模意义则上升为核心价值ꎬ“法先王”的意义就在于此ꎮ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的言行ꎬ其价值规范作用要远远大于现实的帝王ꎮ 而“祖述尧舜、宪章文

武”的孔子ꎬ则作为历代圣王的代言人ꎬ在中国古代社会其影响要远远大于君

主ꎬ在现代社会要远远大于政治领袖ꎮ 因为孔孟老庄等道德楷模人物ꎬ他们绝对

不会搞“家天下”ꎬ干以权谋私的活动ꎬ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ꎮ 在中国人民的心

中ꎬ儒家、道家圣贤的言论ꎬ就如同西方人心中的上帝的话ꎬ都是不用怀疑、无可

否认、不证自明的“圣经”ꎮ 一种社会政治核心价值的建立ꎬ如果能够与这样的

文化资源相衔接ꎬ自然也就获得了可靠的“根基”ꎮ
习近平总书记又说:“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ꎬ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ꎮ” 〔２〕这里他主要谈的是儒家文化的内容ꎬ我们也主

要谈谈儒家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ꎮ
“讲仁爱”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ꎬ也是我们在当代社会建构道德伦

理体系的基石ꎮ 儒家“仁学”内容丰富ꎬ但是最根本点还是在于“一以贯之”的

“忠恕之道”ꎮ “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ꎬ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ꎻ用于政

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ꎻ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ꎻ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

约礼入仁、敬而远之ꎮ 以市场经济作为物质生产基础的现代社会ꎬ必然催生出不

同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时代的新的价值观念ꎬ如产品的所有权观念ꎬ商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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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观念ꎬ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ꎬ永无止境的增殖冲动ꎬ重视功利的实用主义立

场等等ꎮ 在这些观念的背后ꎬ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系统ꎬ这种价值系统在

推动物质生产高速发展的同时ꎬ也会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引起无休止的、不可调和

的对抗与斗争ꎮ 这样就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ꎬ如权钱交易、制假贩假、环
境破坏、资源枯竭等等ꎮ

儒家的忠恕之道完全可能超越利益的冲突ꎬ为转换“个体本位”的价值系统

与“集体本位”的价值系统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ꎮ 我们不否认市场交易的

双方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ꎬ你多得一点ꎬ我就得少得一点ꎮ 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

过程中的妥协部分只占利益关系的很小份额ꎬ而他们通过交易获得的利益则是

交易的根本ꎮ 所以我们只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ꎬ将心比心ꎬ推己及人ꎬ那么经

济活动中就可以多一份诚信ꎬ少一份欺诈ꎬ市场交易就可以多一份安全ꎬ少一份

犯罪ꎬ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ꎮ 将这种“以己推人”用于社会生活ꎬ人与人之间

就会多一点关爱ꎬ少一点摩擦ꎬ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大大加

快ꎮ 把“忠恕之道”用于人与自然ꎬ那么就不会出现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破坏环境

的“野蛮生产”ꎬ因为这样的生产方式将会造成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的恶劣生态ꎬ
反过来伤害自己ꎮ 由此可见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ꎬ它以其稳定

性、超越性、世俗性、神圣性ꎬ可以很好地发挥稳定价值、建立共同理想的作用ꎮ
“重民本”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差异ꎮ 西

方式的民主制度ꎬ主要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原罪”、“性恶”的基础上ꎬ古希腊、罗
马的奴隶主民主制度ꎬ则为其提供了“议会”、“票选”的形式ꎮ 从“原罪”的观念

出发ꎬ西方人认为人人都是背负着“罪恶”的基因来到世上ꎬ因此人人都可能成

为罪犯ꎮ 权力更加助长了这种势力ꎬ所以对于执政者必须严格监督ꎮ 而在中国

“道德楷模型”的文化环境中ꎬ政治统治者被预设为道德的楷模ꎬ他必须遵守“以
德配天”的律令ꎬ才有可能获得“神授”的“君权”ꎮ 从周公的宗教改革开始ꎬ君主

的政治合法性就不再是信仰的虔诚ꎬ而是自身行为的道德性ꎬ其中根本的一点ꎬ
就是“敬德保民”ꎬ从此开始形成中国的“民本”思想ꎮ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ꎬ本固邦宁”ꎻ«尚书盘庚»:“朕及笃敬ꎬ
恭录民命ꎬ用永地于新邑”ꎻ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ꎬ天听自我民听”ꎻ«左
传»桓公六年:“夫民ꎬ神之主也ꎬ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ꎮ”可见在先秦时

代ꎬ在统治阶级心目中ꎬ“民”已经成为政治的根本ꎬ对此统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

警醒ꎮ 对于那些完全不顾民众利益的统治者ꎬ人民有充分的权力推翻他ꎮ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ꎬ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ꎬ孟子则说:“民为

贵ꎬ社稷次之ꎬ君为轻ꎮ”(«孟子尽心下»)对于武王伐纣ꎬ孟子给予了完全的肯

定ꎬ他说:“贼仁者谓之贼ꎬ贼义者谓之残ꎬ残贼之人谓之一夫ꎮ 闻诛一夫纣矣ꎬ
未闻弑君也ꎮ”(«孟子梁惠王下»)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ꎬ都具有“警世恒言”的作用ꎮ 中央历任领导人在谈到党内腐败问题时都

指出ꎬ这是要亡党亡国的大问题ꎮ 因此提出共产党员要“立党为公ꎬ执政为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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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严密的社会监察制度ꎬ把权力关进笼子ꎻ要强化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ꎬ防
微杜渐ꎬ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等等ꎬ这些都是中国式“民本”主义的表现ꎮ

“守诚信”既是儒家“五常”之一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ꎬ说
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ꎮ 儒家经典中有大量关于诚

信的内容ꎬ如孔子说:“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信而好古、民无信不立、言
必信ꎬ行必果、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上好信ꎬ则民莫敢不用情”(以上

均见«论语»)等等ꎮ 孟子更是把信与诚联系起来ꎬ他说:“诚者天之道也ꎬ诚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ꎬ人行为的信用ꎬ发于内心的真诚ꎮ 当代中国社会

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ꎬ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就是诚信ꎮ 而我们的社会现在

最缺乏的ꎬ恰恰就是诚信ꎮ 虚假宣传、合同欺诈、掺杂使假、缺斤短两ꎬ有专

家估计ꎬ我国市场仅因诚信缺乏一项ꎬ每年就会损失 ６０００ 亿元ꎮ〔３〕所以大力宣传

儒家的诚信思想ꎬ正好可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助推剂ꎮ
“崇正义”也是儒家“五常”之一ꎮ 仁义礼智信的“义”的含义很丰富ꎬ«中

庸»说:“义者ꎬ宜也”ꎬ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谓仁ꎬ行而宜之之谓义ꎮ” («原
道»)“宜”即适宜、合理的意思ꎮ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ꎬ没有永恒不变的“真
理”ꎬ但是在每一个时代ꎬ都客观存在适宜社会发展的规律ꎬ适合不同人群相互

交往的原则ꎬ这就是“义”ꎮ 孔子说:“信近乎义、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
不义而富且贵ꎬ于我如浮云、见义不为ꎬ无勇也”(以上均见«论语»)等等ꎮ “义”
是一个有觉悟的人应当自觉遵循的最高原则ꎬ所以才有了孟子说:“仁ꎬ人之安

宅也ꎻ义ꎬ人之正路也ꎮ”(«孟子离娄上»)他甚至把“义”看得比生命更宝贵ꎬ
在生命与道义不可两全的情况下ꎬ他赞成“二者不可得兼ꎬ舍生而取义者也ꎮ”
(«孟子告子上»)千百年来ꎬ无数的仁人义士正是在这种“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精神的鼓舞下ꎬ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前赴后继ꎬ奋勇牺牲ꎬ形成

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爱国精神ꎮ “崇正义”应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的内在动力ꎮ
“尚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特质ꎬ有别于西方的“斗争哲学”ꎮ 西方哲学在“天

人两分”的文化基础上ꎬ主张人应当不断对外开拓ꎬ“征服自然”ꎻ在社会关系上

实行“丛林原则”ꎬ“弱肉强食”ꎻ即使在人的心灵世界中ꎬ“原罪”与“救赎”也形

成了深刻的内在矛盾ꎬ使人们的心灵处于紧张中ꎮ 中国哲学原典«易乾»则

说:“保合大和ꎬ乃利贞ꎮ”西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ꎬ同则不继” («国

语郑语»)的命题ꎮ 孔子则把“和”的问题提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ꎬ指出:“君
子和而不同ꎬ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ꎮ 因此他主张社会的发展应当是

“礼之用ꎬ和为贵”(«论语学而»)ꎬ即以周礼为标准ꎬ建立社会的和谐ꎮ 宋儒

张载的名著«正蒙»首篇就是«太和»篇ꎬ而在这一篇的结束语部分ꎬ他有一段关

于和谐社会的精辟论述ꎬ即后来的«西铭»ꎮ 他说:“乾称父ꎬ坤称母ꎻ予兹藐焉ꎬ
乃混然中处ꎮ 故天地之塞ꎬ吾其体ꎻ天地之帅ꎬ吾其性ꎮ 民ꎬ吾同胞ꎻ物ꎬ吾与

也”«西铭»的文字不长ꎬ但是清晰地表达了中国人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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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和谐的宇宙观、人生观、世界观ꎮ 儒家思想中丰厚的“和合”文化资源ꎬ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的思想基础ꎬ可以成为全民共识的最深厚的心理依

据ꎮ
“求大同”则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ꎮ 儒家文化的进路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ꎮ 这个“平天下”绝不是征服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ꎬ而是“协和

万邦”以求“天下大同”ꎮ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大道之

行也ꎬ天下为公ꎮ 选贤与能ꎬ讲信修睦ꎮ 故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ꎮ 使老有

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ꎮ 鳏寡孤独废疾者ꎬ皆有所养ꎮ 男有分ꎬ女有归ꎮ 货恶

其弃于地也ꎬ不必藏于己ꎮ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不必为己ꎮ 是故谋闭而不兴ꎬ盗
窃乱贼而不作ꎮ 故外户而不闭ꎮ 是谓大同ꎮ”大同世界就是:天下太平ꎬ没有战

争ꎬ没有私有财产ꎬ人人和睦相处ꎬ丰衣足食ꎬ安居乐业ꎮ 尽管孔子也知道自己所

处的时代离大同世界还有很大的差距ꎬ但是并不妨碍他把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当

成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ꎮ 千百年来ꎬ中国人民心中都有这个“大同梦”ꎮ 无论是

陶渊明的“桃花源”ꎬ还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ꎻ无论是康有为的“大同书”ꎬ还
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都是指向“大同世界”的ꎮ
所以说“求大同”就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的深厚文化土壤ꎬ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源泉ꎮ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ꎬ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得到

大多数人民认同的终极目标ꎬ那就是不完整的ꎬ很难深入人心ꎬ更无法得到人民

的广泛认可ꎬ变成社会的共识ꎮ
综上所述ꎬ可以说一个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ꎬ可以成为这个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ꎬ独特的精神标识ꎬ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ꎬ壮大发展的价值指引ꎮ 不

论什么时代ꎬ其核心价值的建设都不能离开这块坚实土壤ꎮ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
比单纯的宣传灌输要有效得多ꎮ

注释:
〔１〕«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ꎬ卷 ４７６ꎮ
〔２〕«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源泉»ꎬ中国文明网ꎬ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ꎮ
〔３〕«国家发改委财经司司长田锦尘»ꎬ“中国网财经综合报道”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ꎮ

〔责任编辑:嘉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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