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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绵延性和鲜明的发散性，它深深地扩散到

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状态、道德情操之中，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的历

史文化背景，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其许多精华，仍可为我

们在人才培养中提供智慧和启迪：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与“人本

主义”，可以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宗旨；第二，“立德立功”与“以义制利”，

作为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第三，用“普遍和谐”与“知人善任”的观念培养人

才的道德能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 ； 人才；  培养；  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特定的环境 (包含自然、社会、政治、经

济等因素)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具有顽强的绵延性和鲜明的发散性。它深深地扩

散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状态、道德情操之中，并构成当今中国社

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其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无疑会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优点，是注重通过正确处

理人际关系，发挥人的道德自觉，来调整各种社会矛盾，达到控制社会系统的目

的。不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在今天仍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现

实，仍可以为我们在人才培养中提供智慧和启迪。  

一、“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才培养的根本宗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有神论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宗教信仰一直未能替代儒

家道德教育。从古代的“惟人，万物之灵”[1]到清末龚自珍在《释风》中提到

的“天地至顽也是倮虫(指人)而灵”，由儒家开创的这种注重现实生活的传统一

直绵延了几千年，已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不可忽视的特色。同时，中国传统文

化特别重视人、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即以人为万物之灵，又以人为自然、社会

的中心。 “天地之性人为贵。”[2] “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

天下贵也。”[３]“所重：民、食、丧、祭。”[4]把人放在至尊至贵的首要地

位。认为天为上，地为下，人在中心，由人才把天地联系沟通起来，构成完整的

宇宙世界。  

传统文化中这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哲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作为新时期的

社会中更应注重现实生活要求，要以人为主体、为核心，切不可见物不见人。更

应是“人本主义”，培养合格人才。  

1、培养公仆意识，真正的执政为民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我们

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

民服务的。”[5]在今天，人才培养工程首先就是强化公仆意识，自觉消除市场

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群众看作

一切活动、一切关系的主体、前提、动力和目的。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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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出发，真正依靠群众，积极培养和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这样的人才无论

将来在什么样的岗位，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造福社会与人民。  

2、培养信任尊重、以情待人的品质  

信任是尊重人格的一种表现，可以体现出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有对社会持信任的

态度，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同时，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贡献，我们培

养的人才会尽心尽力地搞好本职工作，如果偏听偏信，有亲有疏，只会损伤大家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情待人，就须深入了解、关心群众，并能在各方面给以力

所能及的关心帮助，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一些经过努力能解决的问题。越是经济

社会往往越需要在人与人交往中，以心换心。  

3、培养心胸宽广，公平待人的作风 

作为现代化的人才，一定要虚怀若谷，要能够“容言”——不压制，“容过”——不苛求，“容
嫌”——不报复，“容才”——不嫉妒。宽容的工作作风，不仅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为社会创造一个 大限度地释放其智慧和力量的良好环境，使每个社会

人始终处于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状态。尤其是作为领导者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是物

质上，还是精神上的。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全面而充分地发挥。  
二、“立德立功”与“以义制利”：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  
公元前 500 多年鲁国的上卿叔孙豹与晋国的上卿范宣子在讨论怎样才能死而不朽时说：“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死不废，此之谓三不朽。”[6]认为只有人的高尚品

德，为国为民所建立的功业以及言论或著作，才能永垂青史，昭然后世，这是先哲们的人生

理想和对人生价值意义的看法。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 “以义

制利”的义利关系准则。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以为上”。在义利发生矛盾而二

者不可兼得时，则“舍生而取义者也。”[７]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行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8]当然“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

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9]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以义制利”既不是纯粹的利己主

义，也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在孔孟看来，只要是符合“义”的“利”，不但不应回避，反而应

努力去争取。况且，事关老百姓的“利”，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总之，传统文化在义利观

上的根本思想“以义制利”而不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观点，尽管有其封建糟粕的

一面，但是，仍有其可取的精华，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远大理想的人才，有大公无私的品

质。只有这样德才兼备的人才，才有可能成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力军。因此，继承这样

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对我们今天人才培养无疑是有现实启迪意义的。  
1、培养学而不厌，自强不息的求学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0]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至一个单位、一个人，要有发展、

有生命力，必须自强不息。做为新时期的有志青年干部，更应在科技日新月异、生活瞬息万

变的社会中学而不厌，自强不息，不断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培养自

己刚健有力、锐意进取精神，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建功立业。  
2、培养以身作则，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  
有志青年应该是群众的表率，其一言一行在群众中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认识自己、确

立自己、改造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自己，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是现代化人才的必备的素质。

克己奉公虽然不是完全排除个人利益，却要求在处理公私关系问题上不能失当，必须遵循国

家、集体、他人利益第一的原则，在二者不可兼顾时，就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地实践“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

风尚，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  
3、培养严于律己，勤政廉政的敬业精神  
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更应正确对待权力、地位、金钱，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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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己，防微杜渐，廉洁自律，勤政廉政，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不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明辨

是非，率先垂范，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在工作中既讲经济效

益，讲等价交换，讲竞争，但同时也要倡奉献、倡正气、倡奋进。  
三、“普遍和谐”与“知人善任”：人才培养的道德能力  
儒学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一种强调不同事物、因素、成分

的有机结合、适度调理、和谐统一、措置适当的思想。“和谐”(包括人和自然、人与人及人

自我心身内外的和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 “天人合一”、“万
物与吾一体”之说。在人与人之间的众多的关系上，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同时，这种和谐

还包括人自我心身内外的和谐，即便“寝蓬室，隐巷陋，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

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１１］也能“乐天安命”。在用人问题上传统文化强调“知人

善任”。这种“普遍和谐”和 “知人善任”的传统文化为新时期人才培养提供的 大的启示就是

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激励机制，去创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怎样培养能创造和谐人际关系的人才，也就是说，要使能够达到与社会和谐的境界，应具备

哪些品质呢？这既是每个社会个体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  
1、培养“知人善任”的品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即使不是在领导岗位上，要想与社会和谐，

就必须要能与人和谐相处。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确有许多的因素。但是， “知人善任”是首

要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中，尤其是现代化社会中，人的需求 高层次是能充分体现自我人

生价值。—个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固然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但是，社会不承认他，不给

他提供表演的舞台，那么，要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么是怀才不遇。因此，任何现代化的

人才，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了解他人、理解他人、信任他人，这样，互相尊重、

互相激励，形成有序的社会竞争机制，无疑地就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2、培养“感情投入”的观念  
这里所说的感情投入，并非庸俗的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而是立足于关心他人，爱护他人。

2000 多年前的老子就说过 “姑欲取之，必先予之”。人是情感动物，许多事情并非是“利”所
能成就的。现代化的人才必须懂得这点。任何时候，必须先为他人着想，宋代著名政治家范

仲淹所倡导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就是这种境界的形象

诠释。每个人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我们不仅仅的是考虑自己处于这个岗位上应怎样做，还应

考虑他人处在不同岗位上能怎么做。社会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些人总是埋怨自己工作的

种种困难，羡慕他人工作的种种便利，这样势必造成对方情感上的遗憾，甚至反感。没有情

感上的沟通，又怎么谈得上什么和谐的社会关系呢?当然，“感情投入”还包括生活上、工作

上的关爱他人，但 主要的是事业上的理解与支持。  
3、培养“宽容大度”的品性  
要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还要求每一个社会个体要有“宽容大度”的品性。列宁曾

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二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大千世界，人各有性，因为每个人家庭出身，

所受教育，所处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每个人个性特征。我们常说“意气相投”，实

际上就是有些个体在兴趣爱好上有相似之处。对于那些个性有异于己的人，我们该怎样相处

呢?首先，应该尊重他人的个性，万勿不能以己之好恶去苛求他人，要容许“异类”的存在，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自己在某些社会个体中也许是“异类”，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做到宽容

待人。其次，对于他人的“冒犯”，要本着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理解对方的良苦用

心。古人有言：“道吾好者是吾贼，道事恶者是吾师”，实乃金玉之言。再次，在社会工作与

生活中，的确有些人会对自己有真正的伤害，有时甚至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在这种情况下，

决不能心胸狭窄，更要宽容对方，才能 终化解矛盾，消除芥蒂，重新创造和谐的相处环境。

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整体和谐相处，团结一致，“众心齐，泰山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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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攀越不了的高峰。  
总之，人才培养是一项关系国家大业的重要工程，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但是，重视传统文化，

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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