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本网首发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匡正民风 励新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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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述语（民德篇）： 

热爱祖国，造福人民；清正廉洁，诚信为本；团结合作，众志成城；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劳动致富，守法经营；勤俭为

荣，奢侈为耻；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少小自立，长大有能；中华崛起，指日可成！ 

      

    人类自从产生以后，就时刻面临着两个基本关系要处理。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古人称之为“天人”关系。人类起源并依存

于自然界，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和自然界的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一是人类内部的关系，即人和人、人

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只有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关系，才不至于因无谓的纷争而自取灭亡，才能凝聚起巨大的合力来支配自然。社会

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主要是人类内部关系的理论，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不外于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范

畴。 

    健康的民风、良好的民德，标志着一个民族较高的整体素质，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驶入

了社会发展的快车道。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城市到农村，由沿海到内陆，古老淳朴的民风起了变化，

那些沿袭千年的生活信条逐步被一层层的新生代由怀疑、漠视，进而完全抛弃。拜金主义的理念、利益至上的原则和官能享受的

生活方式充斥于社会之中，自私、浅薄、世故、冷漠甚至是残酷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民风。这或许就是现代化的弊病，是我国现

代化进程中必须要迈过的“坎”。我们必须拿出当年红军长征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现代化征途中的一个个障碍险阻。我以为，

匡正民风，励新民德在今天尤其需要也尤为重要。 

    民德决定民风。民德就是老百姓的共同操守，其内涵无非三个方面。第一是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第二是个人与他人的

关系，第三是自我的管理与要求。 

    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再放大就是个人对待整个人类的态度。过去我们曾经提出过“解放

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胸怀很阔、方向没错但不贴切而被今人调侃。另一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很好，但那

是未来共产主义的民德，现在还达不到。我以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上，目前老百姓应具备“热爱祖国，造福人

民”的胸怀，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也必须具备这两点。“热爱祖国，造福人民”就是爱国爱人民，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例

如，乡村的修桥补路、城市的捡拾垃圾都是利国利民的事，而破坏公共设施和随便丢弃垃圾则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最终也不利

于自己的事。 

    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上，大体有三个层级。第一是不侵犯别人；第二是不冷漠别人，要与人友好相处；第三是帮助别人。

“清廉，诚信”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操守，实际上还是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一种态度，也就是不侵犯别人利益，不欺骗别人，是最

基本的人际关系要求。而“团结合作”则是第二层级的人际关系要求，不仅仅是不侵犯别人，还要与人友好相处，合作做事，共

同奋斗。基于科技进步和流水作业生产的现代社会，团结合作、团队精神尤其重要，农业社会中的那种个人奋斗失去了效力，传

统词汇中的“众志成城”倒是在当今社会中得到很好地显现。再上一个层级就是帮助别人，鉴于现代社会还存在差别，所以帮助

的关注点就应放在危急事项和弱势群体上。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在事关他人生命或集体、社会利益的危急时刻，应该挺身而出

保护他人、保护集体和国家利益，哪怕是自己受损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而平常时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于有需

要的危困者也能给予帮助。“清正廉洁，诚信为本；团结合作，众志成城；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就是对民德上述三个层级的概

括。 

    个人的自我管理方面，需要具备的很多，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要求。但有些已经涵盖在其他词语中，如“处事公平”“有正

义感”等现代社会中的基本道德，在“清正廉洁”“见义勇为”中已经涵盖了；而“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对于一个具备上述

三个层级道德的人来说，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来说，自我管理方面的几个基本点应该是：劳动，守法，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勤俭，学习，创新五个方面。劳动创造财富，也是现代乃至未来社会公民的生活需要。依法做事是法制社会的必要素质。勤俭是

传统美德，对于能源危机的现代社会仍然重要。学习和创新是现代社会的形态特点，善学习敢创新也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

此外，少年是人生的奠基阶段。梁启超先生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

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我认为对于今日之青少年来说，自立能力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特拟出民德七十二言，以做引玉之砖： 

    热爱祖国，造福人民；清正廉洁，诚信为本；团结合作，众志成城；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劳动致富，守法经营；勤俭为

荣，奢侈为耻；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少小自立，长大有能；中华崛起，指日可成！ 

 

注释： 

[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41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作者罗先友：文学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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