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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价值与应用——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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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价值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价值，首先要给儒家伦理一个恰当的定位。学者们一致认为，把儒家伦理当作

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看待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但“左”的思想的遗存仍然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有两个不可分割的

意蕴，一是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另一是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学，前者是古人的生活样态，后者是由过去到现在以至无

尽的未来，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徐惟诚认为，儒家伦理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辐射力，它对中国社

会生活各领域、各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受儒家的深刻影响，因而

我们在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时一定要珍视自己的传统资源。钱逊教授强调对儒家伦理首先应抱着温情与敬意，而不是带

着疑惑和警惕以至敌意。现在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范围，而是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

的挑战。一些学者强调指出，儒家的诚信、气节、廉耻、礼乐、慎独等伦理思想与修养方法对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

价值。牟钟鉴教授论证了诚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基础，指出诚信有两大要求：一是真实无妄，二是重诺守信。为人处

世要以诚信为本。诚信也是一种政治品质和信用理念。取信于民和开诚布公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信用体系的建立

和信用秩序的运行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黄金规则。有的学者强调儒家“耻”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在儒家看来，“耻己之不善”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人性底线，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彭林教授认为，儒家的礼乐

文化之主旨是用人类理性来主导社会发展，可以弥补工业时代之不足，倡导待人以礼、尊重老人，用道德和情感来建

立和谐的伦常关系，对正在以加速度态势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真是刻不容缓。王殿卿教授通过回顾儒学的历史流变

论证儒家伦理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阐述了儒家以德治国、德法兼治、以德治吏、以德化民及教育理念对公民道德

建设的重要价值。刘示范教授阐发了元典儒学对建立普世伦理的意义。 

三、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应用 

    应用儒家伦理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有一个方法论原则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精华，不要动不动就

是批判地继承，把批判放在前面，使人们对儒家伦理失掉了最起码的敬意，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必须坚持批判地继承，

综合性创造的基本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担当的是一种根源性、母体性、基础性、前提性和

不可回避性、勿庸置疑性的文化资源的角色；有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是臣民道德，是职份伦理，它只有尽忠诚、无

私、奉献、自我节制、牺牲、遵守共同秩序的份，没有享受个人权利的份；前者强调儒家伦理不仅讲德性平等而且注

重人格平等，后者强调儒家注意到人的类平等、德性平等，但没有注意到人的权利平等和整全的人格平等，包括知

识、表达、参与、潜力、尊严等。现代公民伦理是以人权理论和平等人的契约共同体为基础的。如果在一种政治架构

下，人们感受不到做公民的权利，它就不会承担做公民的义务，权利的承认和给予就是一种美德，他来源于公共秩序

建构。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徐惟诚强调利用诚信资源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伦理关系要与制度建设和

某种机制的建立相结合，如可尝试建立“信用记录平台”。钱逊针对见义勇为的尴尬和志愿服务者队伍的萎缩而出现

的“道德银行”现象提出综合解决措施：一、要继续大力提倡无私奉献、见义勇为；二、要加强知恩图报的教育，使

“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成为社会风尚；三、要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有的学者还应用儒家伦理来构建公

民道德价值观体系，论证了应以时代精神、实践的需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纵横两个座标作为“参照系”的方

法论原则。在如何用儒家伦理来构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问题上，不少学者认为官德为先，其次是企业家、教师和广

大为人父母者，这四类人应成为践履儒家伦理的体悟者和见证人。许启贤教授强调指出，《纲要》在弘扬儒家文化的

精华方面作了很大努力，《纲要》的颁布是人类文明史和伦理道德史上的一件大喜事，他详细论述了《纲要》的八个

新亮点，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整个研讨会气氛活跃，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深入探讨，使对儒家伦理的研究从书斋走向寻常百姓开了一个好头，

研讨会的成功表明了广大学者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只有“知识性的儒学”而无“实践性儒学”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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