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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道德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以德治国’理论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这是学界首次就****同志讲话中“以德治国”思想坐在一起进行讨论。中国伦理学界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把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学习探
讨推进了一个新的层次。参加座谈会的有道德科学研究院院长徐惟诚，人大党委书记程天权，著名学者罗国杰、陈先达、张立文、许启
贤、冯俊、焦国成、廖申白、吴潜涛、张志伟、马俊峰、龚群、刘建军、葛晨虹等。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伟东主持了会
议。  
与会学者认为，以德治国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要完成以德治国，需要伦理、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人共同努力，即便是从伦理学的角
度来看，也是一项涉及到中西古今各种观点的系统工程。学者们从“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意义、“以德治国”思想的内涵、德治与法治
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的德治传统等多个方面对“以德治国”的思想做了挖掘和阐发。  
学者们普遍认为，江总书记把“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上，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保证社会生活
健康稳定发展，保护人们生活交往正常秩序的需要。程天权教授指出，改革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
道德的现象却没有随之减少，在某些方面新的生活领域，甚至有新的不道德现象产生，这种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德”在治理国家中的
作用。徐惟诚院长也提出，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新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进行认真有效的道德建设，可以说，“以德治国”是现实的
需要，是时代的需要。罗国杰教授强调，“以德治国”必须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的作用，市场经济不能很好发展；“以德
治国”思想的提出，其重要意义在于对今后伦理、政治和法律建设以及生活实践多个方面。  
学者们充分挖掘了中外历史上“以德治国”的传统和经验。大家普遍认为，“以德治国”与中国古代的德治和西方历史上的德治经验有着
完全不同的意义，但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的借鉴意义。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德治传统是这个文明史的重要组织部分。焦国成教授认为，
中国古代的德治，从思想内涵上讲，就是以民为本；从实质上讲，是一种政治统治策略。古代政治思想家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了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认识到只*严刑峻法不足于统治民众，必须以道德服民心，达到统治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与古代社会的“以民为本”有着本质的不同。龚群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思路是道德化的政治哲学，
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一直遵循这一思路。虽然近代西方法治的思想强过德治，但现代西方政治的运做是理性的，并充分重视道德的保障
作用。所以，认为西方政治完全忽略道德的作用，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加分析的。  
德与法，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热点。与会学者均认为二者的关系并非矛盾的，在国家治理上，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罗国杰
教授认为，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从各自的角度发挥作用。法是内在的，治标的；而德是内在的，治本的。张立文教授也赞同罗教授
的观点，他认为，道德与法律既冲突有融合，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和谐地发展。冯俊教授认为德治是从理想
主义的角度强调自律的作用，法治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突现他律的功能，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互相促进，互相制约。葛
晨虹博士也认为，法律需要道德的支持，因为法律不可能穷尽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法律之所余，道德之所补”；从根本上讲，法所追
求的正义与德所追求的正义是一致的。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在党多年工作思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许启贤教授总结了过去我
党提出的三种“两手抓”的思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改革开放与打击违法犯罪、法制建设与思想建设，认为党一直重视道德建设包括
精神文明和思想教育，现在提“以德治国”是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理论的提高；把“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也深刻
地揭示了一个道理：不依法治国没有社会主义，不以德治国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夏伟东编审梳理了党和政府有关德治思想的发展脉络，认
为“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和政府一贯思想的必然结论。  
学者们还就“以德治国”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德治国”重在建设。徐惟诚院长就道德环境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
想：要创设一些条件，使得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通过道德实践，建立好的风气，使人们的道德容易养成；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勾通，
道德感情的培养是道德建设的核心。罗国杰教授提出是否可以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推进道德的建设，以便更有效地实施“以德治国”的
方略。焦国成教授强调了道德的可操作性。他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德治作为社会政治的另一种手段，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相当完
备的社会关系的调节方法体系。它是通过社会政治性导向，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通过榜样示范，通过个人修养，以及通过社会风俗
和舆论，使人们按照“应当”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去处理社会关系和对待自己的份内之事。这种社会关系的调节体系建立得好，就会收
到刑罚不用而国泰民安的效果。我们现在的道德建设需要借鉴古人的经验，使道德建设落在实处。  
就理解“以德治国”思想中应注意的问题，学者特别指出：强调德治不等于否定法治，也不等于提倡人治。葛晨虹博士认为，人治与专制
有必然的联系，但德治并不必然推出人治；德治其实也是法制建设的需要。学者们还强调：今天谈到的德治与中国古代的德治不是一会
事，更不能照抄照搬。陈先达教授认为，现时代的德治与中国古代和西方均不相同；在人类社会已存的有国家的三种社会形态中，治国的
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封建社会的道德具有虚伪性，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避免的，而资本主义社会重视法治，世俗道德失去应有的作用，异化
问题严重，这种重法轻德的趋向也是我们要避免的。这样就存在一个批判继承人类已有文化遗产的问题，对西方，对中国古代经验的借鉴
要用辩证的眼光，吸取有价值的思想。  
另外，学者们还就以什么样的“德”来治国发表了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官”德是我们“以德治国”的关键，应该加强行政道德的建设。
刘建军博士强调作为精神支柱的德必然包含信仰的因素，治国所用的德应是公共的信仰，而非私人的信仰。道德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需
要信仰的支撑，因此，信仰也是我们在“以德治国”过程中必须关注的要点。以德治国之“德”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对此学
者也多有强调。  
整个讨论会气氛活跃，学者各抒己见，见解深邃，把对“以德治国”思想的理论探讨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我们以后的讨论打下了基础。
研讨会的发言以笔谈的形式已在《高校理论战线》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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