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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从传统中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从众多中华传统美德概念当中，精选和确定一些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

要，易于人们所接受，又能成为易记利行、人人皆知、“化民成俗”的美德，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常“道”，在我国两千多年

来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了中华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它是我国传统道德之纲，它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

范体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这五个核心道德，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中华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正是

由于中华精神的力量，支撑中华民族才能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  

  因此，研究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建构当代国家共同价值观，值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仁义礼智信”的内涵要有现代转化  

  党和政府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对“仁义礼智信”逐个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作为建构国家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种

参照。以“仁”为例。  

  “仁”与“以人为本”有内在联系。  

  “仁者，爱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体现。  

  “仁”是人所以为人的道理，是人性的体现。  

  “仁”是人类的爱心，是关心人、体谅人、照顾人、包容人。  

  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肯定会有良好品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早在抗战时期，我党就对继承和发扬“仁义”二德，赋予了新的内涵：“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

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  

  而今，党和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些都是仁德之体现。  

  参照“仁义礼智信”建构共同价值观  

  “仁义礼智信”曾经是韩国的治国之纲。至今它还展现在首尔的主要建筑上。首尔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

各自名称如下：东大门是“兴仁门”、西大门是“敦义门”、南大门是“崇礼门”、北大门是“弘智门”，韩国的

“仁义礼智”正是孟子“四德”。  

  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就是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东方价值观”、“儒家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和

“东亚价值观”的具体化。  

  参考我国历史和当代东亚的经验，我认为以下五大共同价值观应在当代得以充分体现：  

  施仁政得民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小康……）  

  持正义兴天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法制社会……）  

  崇礼仪序国家（人际和谐，建设礼仪之邦……）  

  明智德弘理性（治国大智慧、科学发展观、理性的民族、理性的社会……）  

  普信德百姓宁（普天之下讲信用，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这五大共同价值观，首先应成为



各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其次,各行各业都要将之结合本职工作具体化,并长期实施。第三，要将这共同价值

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民广泛而长期的宣传。第四，将其纳入“十一五”规划，

进行长远战略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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