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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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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领导、各位学者，上午好! 

    我代表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向能够接纳我们参与举办此次研讨会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新乡日报社、河南机电高

等专科学校，表示感谢!向各位学者的光临与支持表示感谢!向河南省有关领导部门、新乡市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与支

持，表示感谢!向参与筹备此次研讨会花费心血和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是1994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编制和经费的学术研究机构，挂

靠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院外所。办所宗旨，是向广大青少年普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8年来

先后承担了13项省部级科研课题，主办了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1次国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山东等7个省市和20余

所大学的25万余名学生中，进行了连续7年的"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今天，此项教育实验再次被批

准立项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有近35万名学生将接受此项教

育。8年多来，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支持，包括在座的诸位学者，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得到

各位学者更多的关怀与支持。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断五千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儒

学，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儒家伦理、儒家道德哲学，是2500余年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不断凝聚与发展的

一种精神动源。 

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为道德形成的必然性，以及道德教育与建设的可能性，提供了难以动摇

的理论根基。因为，从古至今的道德教育与建设，都是为了提升人性，抑制人的兽性；提高人的文明程度，弱化与消

解人的野蛮与愚昧。  

    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古今中外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

商品走向世界市场的今天，仍然需要遵循这一做人的基本原则。 

    孔子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局，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对于重建与发展中华道德，不无积极的历史价值。

他的"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论断，对于理解道德规范的实践性、可行性

不无启示，只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仍然有利于当今的道德建设。 

    孔子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德兼用"以德治国"的思

想，至今仍然是治国方略的智慧之源。 

    孔子关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理念，表明了人的主体性，人要践履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更要将继承与弘扬

优秀道德传统作为一种追求。内在智慧，确有某种时越时空、超越偏见的普遍价值。尽管儒家伦理有其服务于封建专

制统治的历史局限性，但是，那些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调整与发展创新：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规范，至今

还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民族魂，应当世世代代百倍珍惜。 

    我们今天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仍然要从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包括儒家伦理精华当

中去寻求智慧。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所提出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正是对于历史智慧的现代转

化。  

    近百年历史实践表明，中国新道德建设第一不能完全靠进口，第二不能割断历史，需要对于古今中外一切道德文

明之精华，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新的整合。 

    公民道德，是所有公民所需要的道德，也是需要所有公民参与建设与共同分享的道德。 

    一个国家的道德，无论是破坏，还是建设，都是一两代人的实践造成的。没有20年左右的时间，是难以改变社会

道德观状，形成新的道德风尚。因此，道德教育与建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追求实效，不

能追求表面炒作、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政府，必然弘扬道德、重视道德建设，一切有道德



修养的领导干部，都会是道德建设的中坚，一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为道德建设奉献力量。  

    道德建设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走向世界的需要，是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需要，是当代中国为人类

文明做出新贡献的需要。因此，研究道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是我们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历史责任。今天，我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济南、郑州、长沙、长春的学者，在河南省

新乡市召开这次研讨会，就表明了参与这项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

要精神的一个具体行动。  

    愿这次研讨会，为弘扬中华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和新文化，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奉献我

们每位学者的一点心血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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