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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

.

2006-7-13  韩振峰  阅读360次

     胡锦涛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揭示了社

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 

    

    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

就曾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论述过共产党员应当确立的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本要求，指出：“共产党

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

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

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多次阐述了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核心内容，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

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后，针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树立以艰

苦奋斗为核心的荣辱观，指出：“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2001年10月，党中央正式颁布了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这些重要思想和重大举措，奠定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在

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胡锦涛同志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新要求，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论述，新荣辱观

包括八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国家荣辱观：热爱祖国是对人们的首要的、基本的道德要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把爱国

主义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始终把爱国与否看作是对人们进行道德评判和价值衡量的重要标准。爱

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当代中国，公民的爱国集中体现为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

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人民荣辱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人民服务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否和能否服务人

民、是否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判别不同个人、团体和政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也是一切社

会势力在历史潮流中荣辱进退的分水岭。在当代中国，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就是要坚

持以服务、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判别一切思想和实践是非荣辱的标准。 

    

    ——科学荣辱观：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带动社会全面进步，从而逐步摆

脱落后和愚昧无知、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当前，树立和坚持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关键是要在

广大干部群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树立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

会真正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 

    



    ——劳动荣辱观：热爱劳动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道德

观的基本要求。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有着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和勤于劳动的优秀精神。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树立和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

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要求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努力为社会作贡献。 

    

    ——待人荣辱观：团结产生力量，互助形成和谐。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的荣辱观，要

求人们要懂得关心、帮助、尊重和爱护他人，以他人利益为先，以集体利益为重，消除自私自利、损人

利己的观念和行为。树立和坚持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调节人际关系、约束和

规范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个体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义利荣辱观：诚实守信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责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待人接

物的重要行为规范，也是人享誉于群体、立足于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在当代中国，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就是要人们固守诚实守信的良好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消除金钱至上、见利

忘义、重利轻德、趋利薄德的不良社会风气。 

    

    ——法纪荣辱观：法纪观念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补充和有效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健全的法制观念是保

障社会秩序正常和社会环境稳定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全体公民只有

树立起良好的遵纪守法意识，建立起协调统一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才能保障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健

康、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生活荣辱观：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崇高精神力量。

弘扬和坚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对于教育和引导人们戒除骄奢淫逸之风气、弘

扬艰苦奋斗之美德，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更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概括，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 

    

    ——表述新：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丰富内容用“八荣八耻”概括出来，用精炼、对称的语句来展现

其丰富的内容，让人们易学、易记、易懂、易行。这种崭新的概括和表达方式，的确是新荣辱观的一大

特色。 

    

    ——内容新：“八荣八耻”虽然只有八句话，但是基本涵盖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整体内容，既包括

国家观、人民观、科学观、劳动观这些事关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根本问题，又包含待人观、义利观、法

纪观和生活观这些具体的人生问题，全方位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完整体系。 

    

    ——方法新：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概括为“八个为荣”和“八个为耻”，每个“荣”相对一个

“耻”，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八荣八耻”把立与破、褒与贬、正面倡导与反面抵制有

机结合在一起，促使人们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来审视荣辱问题、分析荣辱问题、解决荣辱问

题，在方法论上为我们辩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一种有益启示。 

    

    ——功能新。由于概括精炼，表述新颖，所以人们对“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很容易通过图画、歌曲、漫画、演讲、论辩等多种形式，使其化作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变为亿万人的

具体行动。这种能够操作、容易操作、便于操作的特点，充分显示了“八荣八耻”荣辱观特有的实用性

和现实性功能。 

    

    总之，胡锦涛同志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和荣辱观念的新发展，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 



    

    （作者系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院长、教授、 河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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