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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是由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其一，道德自身具有善的属性。人类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真善美”，而真是善的基础，善则是真

的目的。一般而言，只有“真”才能成为“善”，而人类追求“真”，其根本价值目的在于追求“善”。美是善

的升华，而善则是美的规定。也就是说，人类追求最高的境界是“美”，而就“美”的核心价值内涵来说

则是“善”。不是“善”的，就不是“美”的。因此，“善”在“真善美”中处于主体地位。  

  其二，道德具有治国功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一是法治，二是德治。法

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则以道

德的说服力、感召力和自觉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既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是由道德建设的基本功能决定

的。  

  第一，道德具有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道德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调节”，它具有广泛性、层次性、

导向性、内在性。广泛性，是指道德从现实利益关系的角度，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

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这就使得道德调节具有其特有的广泛性，能够在建构

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层次性，是指道德要求的递进性所表现出来的多层次性。对于

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调节，法是以“必须怎样”为尺度，而道德则是以“应当怎样”为尺度的。因

此，法律调节面前只有一个要求— —“合法”，而道德调节则从底线道德到道德理想之间有许多递进性

的不同层次，从而使其具有多层次性，能够在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发挥更加灵活的

作用。导向性，是指道德的要求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它从现实的社会道德水平出发，又指向更高的

道德理想，能够将人们的行为不断引导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而不断提升和谐社会的质量。内在性，

是指道德调节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人们的心灵。道德主要诉诸舆论褒贬、沟通疏导、教育感化等手段，

尤其注重唤起人们的良知，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能力。这些优势，一方面决定了道德调

节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道德调节的目的就在于追

求社会和谐。  

  第二，道德具有情感功能。道德情感是人类道德发生的直接心理基础，又是道德运行的润滑剂，

它既依赖于实践理性，又依赖于人伦情感，是理性与情感的有机统一。道德可以弥补政治、法律、科

学等情感的缺失与不足，也可以纠正宗教情感的偏迷，成为人类情感中最能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情

感。特别是道德情感中的责任感、是非感、荣誉感、羞耻感等，对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有

 



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第三，道德具有激励功能。道德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主要着重于个人和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态度这一角度，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

示现实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虽然其他社会要素也能从不同方

面、不同视角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示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

图景，但其自身的“合理性”本身还需要道德价值的说明与支持。而道德的认识，既是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又有自身的价值说明，因此，能够为人们的行为直接提供一种“正当”性、“正义”性、“应当”性的支

撑。而这种合理性的精神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会转化为一种激励性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人们敢于冲

破各种艰难险阻，去追求理想的目标。建构和谐社会，这种激励性的强大精神力量，既有利于最广泛

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又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关系，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和谐相处。  

  基于以上认识，当前加强道德建设应该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道德的根本特性是自律性，其根据最基本的是道德个体的内心信念和内化的规范。道德个体的内心信

念和内化的规范凝聚为道德良心。良心是道德自律的最高体现，是道德存亡的根据。没有良心就没有

道德；道德之所以会发生作用，完全在于人有良心。良心同时又是道德自律的根据，是道德自律的运

作机制。从良心的机制来看，良心包含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种积淀；良心又包含着意志，是人的

意志力最强劲的表现；良心还包含着种种非理性的东西：直觉、本能、信念等。因而，良心的心理机

制不是单纯的理智、情感、理性或非理性，而是这一切在道德主体内心的综合统一。荣辱观作为最基

本的伦理价值观，是良心中最基础的内在要素。它既是理性、意志和情感的统一，又是理性与非理性

的综合。它不仅是一种价值认识，而且是一种道德意志，还是一种伦理情感。作为一种价值认识，它

以其特有的“荣辱”范畴来判别道德行为的善恶；作为一种道德意志，它以其特有的“荣辱”信念来保障

道德行为的实施；作为一种伦理情感，它以其特有的“光荣与耻辱”情感来调节道德行为。荣辱观作为

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其内在心理机制是人的羞耻之心。它是道德自律的心理依据，也是道德良心能

够发生作用的运行机制。良心可以使道德主体对于合乎良心的行为感到光荣与快慰，对违背良心的行

为感到耻辱与羞愧。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使人人都有羞耻之心，无论是对于道德良心的生成还是对

于整个道德建设，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二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现现代化，必须走法治之路，这是所有现代

化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是相互制约、相

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如果文化建设被边缘化、道德建设被忽视，那么，最终会影响到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因此，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关系到社会的全

局发展，又关系到长久性的社会和谐。（执笔：吴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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