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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兼论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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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与参照系 

在构建中国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时，要充分认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各方面条件等基础状况，以此来

确立我们应有的信念、理想和标准。邓小平理论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将价值观引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将社会

主义本质概括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江泽民同志的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世纪中国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应参照纵横两个坐标，以上的解构工作属于纵的坐标，目的是要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

的文化传统。搞清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每一个中国人血管里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基因的性质，进而搞清我们未

来的走向、自己文化的价值问题，本质上是历史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因为仅仅停留在认识论的范

围， 很难揭示出价值概念所蕴涵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很难揭示出价值问题的实质。横的座标是要把我们

的构建活动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全球大环境中，不仅去评判诸如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现代性等世界性的现象对我们

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要探讨中国人在新的世纪里的发展、成长、目标及意义，探究中国人的需要、利益、尊严与

价值问题；既要探讨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相互冲击、融合、互动过程中，对中国公民的价值观

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又要发掘出儒家伦理的价值资源，寻找适当的载体和途径融入到人们的价值体系中。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参照系有三个：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化过程中，在思想理论价

值领域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和各种文化资源。二是渊源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的传统伦理文化与渗入到我们骨髓中的伦理

文化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无疑是儒家伦理给我们的影响，认清这一断裂的传统对当下中国人的正负效应，对这种影响

作出尽可能符合客观的评价。三是我们正生活并正实践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社会环境。唯有将这三个参

照系结合起来加以考量，才有可能使所构建的中国公民的道德价值观不至于仅是抽象的理论，而能成为指导实践的价

值理想。 

（二）方法论原则 

应用儒家伦理来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应以全球化语境下的时代精神作为批判继承转换的”参照系”原则。儒家

伦理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而儒家伦理的文化传统则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开放的过程。一方面它

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新的“参照系”相摩擦，而使自己得到了更新；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偏执性而抗拒摩擦，力图

使自身永恒化。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就是要按照“参照系”的需要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这样就能不断用新东西

来充实和发展传统，使它的积极因素按照新世纪中国公民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观体系的要求来构建。以时代精神

作为继承转换的“参照系”原则，就是要强调构建公民价值观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就是要将古今中西不同价值文化的积极因素加以综合，它的核心是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伦理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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