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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伦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大理论价值（黄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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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言？”这是说，所谓“信”，就是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孔子非常重视信，他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11）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2）认为“信”比生

命更重要，并强调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13）。 

  “忠”与“信”内含结合起来，就是“忠信”观。孔子曾说：“主忠信。”（14）《易•乾卦•文言传》曰：“忠

信所以进德也。”《礼记•礼器》言：“忠信，德之本也。”《左传•文公元年》亦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

也。”可见，“忠信”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立身做人的根本之所在。强调“忠信”，就是要求人们对

人诚实无欺，宋代思想家陆九渊曾说：“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总其实而言之，不过良心

之存，诚实无伪，斯可谓之忠信矣！”（15） 

  今天，我们构建社北主义和谐社会，尤其要讲忠信之德。因为只有讲忠信，人与人相交，才能真诚相待，忠实不

欺，信守诺言，从而消除社会中那些欺、蒙、拐、骗的丑恶现象。这对于促进人们和谐相处、友好合作以及推进全社

会淳厚朴实之风的形成，无疑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五）、儒家的“自强”观，倡导“自强不息”理念，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勇往直前，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为和

谐社会建设创造物质基础。 

  儒家的“自强”观，倡导“自强不息”理念。“自强不息”一语，最先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原文是：“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意是说，天体的运行，刚健有为，君子从其中体验出一个哲理，那就是自强不息。其基

本观念，就是提倡人们自我奋发图强，永不停息。这既是人们做人的基本信条，也是推动民族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

儒家先哲曾身体力行地带头践行这一道德信条。从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到孟子“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都是自强不息的道德表现。“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在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胜困难

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在文明进步中，虽曾遭遇过许许多多艰难险阻，但是由于有了“自强不息”精神，我们的祖先

最终总是能够驱除黑暗，迎来光明。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有

了自强不息这股精神，我们就敢于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去争取胜利。 

  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需要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一是要用这股精神，去开拓创新，推动

全社会文明进步，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二是要借助这股精神去战胜或克服社会中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这就需要发扬我们祖先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有了

这种精神，那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登不上的山，就可以不断开拓新局，创造伟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

的贡献。 

  （六）、儒家的“廉政”观，倡导“廉洁奉公”理念，这对于激发各级干部的清廉意识，自觉抵制腐败，推进民

主政治建设，意义无比重大。 

  “廉政”是儒家对清明的政治生活的集中概括，其中心内容，是提倡“以廉为本”，主张把廉德同政治管理结合

起来，要求为官之人在执掌政权过程中，坚持做到清正廉明，克己奉公，平政爱民，光明磊落。“廉”的含义极其丰

富，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之作种种阐释。《周礼•天官》曾从六个方面阐明“廉”的内涵：“一曰廉善（指善于

其事，——引者注，下同），二曰廉能（指能行政令），三日廉敬（指敬业爱岗），四曰廉正（指作风正派），五曰

廉法（指守法不失），六曰廉辨（指明辨是非）。”这六个方面，讲的都是为官之人的道德素质和办事能力，它从特

定的角度体现了儒家“以廉为本”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廉的概念的认识日益深化，多从清廉、公正、不

贪、俭约、节操等方面去揭示其中心内容。表达了我们祖先对于廉政的理想追求。 

  儒家学者之所以如此重“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廉”的社会价值。他们认为，“廉为政本”，“廉为官

宝”。 班固在《汉书•宣帝纪》中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说明为官不能不具备廉德。《晋书•阮种传》云：



“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深刻揭示了“廉耻”观念在政权建设中的

作用。清代王永吉在《御定人臣儆心灵•循利论》中，更深刻地指出：“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

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从上行下效的角度，说明官员能否清廉，直接关系社会风俗的优劣。正是在这些价值

观的指导下，儒家学者中的许多进步人士，代代相承，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呼唤廉政，抨击暴政；颂扬清官，鞭

挞贪官。“廉”与“贪”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人格形象。那些清正廉明之士，高官不能变其节，重

利不能易其行，公正无私，光明磊落，深受人们爱戴，留芳千古；而那些贪官污吏，“率兽食人”，见利忘义，临财

变节，终遭万民唾骂，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遗臭万年。这两种人格在历史上产生的两种不同反响，表明了历史的公

正评判，反映了我们民族反贪拥廉的价值选择，值得我们大加发扬。 

  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用气力消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当前，最不利于我国社会实现和

谐，莫过于一些官员的腐败作风。因此，为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我们必须大力反腐倡廉。在这一斗争中，有许多工

作等待我们去做，其中继承与发扬我们祖先倡导的清正廉洁意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我们各级干部应当遵照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教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用清正廉洁来严以律己，

坚决不搞权钱交易，不搞假公济私，成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官。 

  （七）、儒家的“民本”观，倡导“民为邦本”理念，启迪人们树立关心民生、执政为民意识，把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落到实处。 

  儒家的“民本”观，倡导“民为邦本”理念。《尚书•五子之歌》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

想，是政治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朝时期，从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到孟子强调“民贵君轻”，民本观念日趋

成熟。特别是到了汉初，思想家们通过总结秦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对“民为邦本”认识得更加深刻，在这方面，贾谊

尤为突出。他对当时的民本思潮，作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

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武，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这段重要论述，把民众在

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讲得无比深刻。贾谊得出结论，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

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16） 

  儒家的“民本”观，虽然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时代的御用文人出于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而总结设计出来的，但

是，由于这一观点从特定角度揭示了“民”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它提醒统治者们，必须懂得：民众“至贱而不

可简，至愚而不可欺”，因而制定国家政策，必须给民众以活路。这对于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并激励一些进步的士

大夫们关心民生，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今天，时代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呼唤“民为邦本”似乎已属多余。但是，历

代进步思想家热爱人民、关心民生的价值取向，无疑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们尚且关注民生问

题，我们今天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们，难道不应当更重视民生问题吗？胡锦涛同志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

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糸、利为民所谋。”又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大量工作同党的群众工作有密切关系，要求我们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做得

更好。”因此，我们应当借鉴中国古代“民本”观的积极内涵，做新时代关心民生、执政为民的促进派！当前，我国

在奔小康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值得高兴。但是，应当看利，我国社会中，贫富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一

些贫困山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急待解决。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生活寄予高度同情，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帮助他们尽

快脱贫。只有这样，和谐社会的建设才能顺利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儒家所创造的优秀伦理成果，特别是“中和”观、“仁爱”观、“尚公”观、“忠信”观、“自

强”观、“廉政”观、“民本”观等，到了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重大现实价值，特别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中，可以给我们以许多重要的理论启迪，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好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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