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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一词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领域逐步延伸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又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层面，层层递进，不断深化。主要论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域里对诚信的内涵和外延再解读和探

析，试图从“软实力”的文化视角、“道德”的心理视角、“真、善、美”伦理道德视角对诚信内涵和外延进行新的

探索和新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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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便成为了国内学者专

家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因为二十四字方

针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结晶，汇聚了民族精神的力

量，传递了时代发展的呼唤。内容虽然简单、明

了，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洋溢着民族的面貌与风采，传播着文化的感

召力和影响力。

一、诚信的内涵与外延

诚信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传统

意义上的诚信主要指在个体自身或与亲人、熟人

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无形的无条件的情感认同和

思想共鸣。早在《说文解字》中就提出“诚，信也，

从言成声; 信，诚也，从人从言。”“诚，更多地涉及

个体的内在，指一种真实、诚恳的内在态度和内在

品质。信，至少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涉

及自身外在的言行，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和影

响。”［1］从文献查阅中，大致可以把诚信的内涵归

为: 真诚、真实; 履约、守信用; 信任、相信。
诚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文化

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

范围逐渐扩大，已不再局限于亲情、血缘、地缘以

及相互的熟悉程度，人们之间的交往已形成跨地

域、跨文化和跨时代的理性诚信关系网，为了维持

彼此的利益，诚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这

也折射出诚信的制度性和契约关系，反映出诚信

的平等性，双方自愿交易，不存在强迫与被强迫、
剥削与被剥削、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二、诚信是“软实力”的重要精髓

“诚信”一词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领域逐步

延伸到伦理范畴又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

面，与此相对应的是诚信的适用范围也在逐渐拓

宽，由中国古代对个人道德的内在要求转变为近

现代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伦理关系到今天的全

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可见，

从古至今，诚信在整个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始终扮演着一个无可取代的角色，不仅仅对

加强公民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起到深化

和提升作用，而且也是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和

谐发展，稳定前进的有力支撑。为此，诚信的这一

发展演变并不是前者否定后者，也不是后者否定

前者，而是层层递进，不断深化，更加贴近人民大

众符合时代的要求。
诚信并不是“生来就有”，也不是凭主观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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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出来的，而是伴随社会的产生且社会发展又

需要诚信逐渐构建起来的。因此，诚信具有社会

历史性。自从社会的诞生，人类便成为社会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形态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原始社会被奴隶制度所取代，奴隶制度被封

建制度所取代，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

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使整个全

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上层社会”，除

了“硬实力”成为社会进步更替的主要因素外，

“软实力”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并越来越成为决定

一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关键因素。
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软实力”是国家和民族的命

脉、喉咙; 对个人而言，“软实力”是个人安身立命

的重要法宝。
“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

家并具有“软实力之父”著称的约瑟夫·奈提出

的。“软实力”主要集中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影
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力量。［2］然

而，诚信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亦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重要内容。为此，诚信是“软实力”的重

要精髓，也是“软实力”的内核，体现了“软实力”
的本质特征和基础要求，反映了“软实力”的丰富

内涵与核心内容，是对“软实力”高度概括和集中

表达。如今，当今世界各国的较量已不再是坚船

利炮、战场拼杀的竞争，而是以诚信为代表的软实

力竞争。站在时代的前沿，中国飞速发展、屹立世

界民族之林，这与中国诚信形象是密不可分的。

三、诚信是心理品质的高度统一

诚信既是一个道德认识问题，又是一个道德

行为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心理品

质主要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

为四部分构成。诚信认知要通过内化为道德情

感，再通过道德情感才能外化为道德行为。显然，

前者属于内在品质，后者属于外在表现，外在表现

是需要通过内在品质才能展现出来，这与内因决

定外因，外因是内因的外在表现的哲学思想是一

致的。诚信的价值最终是要体现在践行之后所带

来的影响和成效上。
道德认识亦称为道德观念，是规范道德及其

执行意义的认识。他主要是指一个人面对矛盾冲

突的情景能自觉地意识到是非恶意，进而能就行

动作出缜密的道德抉择。道德认识是个人品德的

核心部分。道德行为是实现道德动机的行为意向

及外部表现。道德行为是衡量品德的重要标志。
看一个人的品德，主要不是看他 ( 她) 认识到什

么，而是要看他( 她) 言行是否一致。一个欲望强

烈而缺乏自制的人，在行为上可能与他( 她) 的是

非观念相矛盾，即诚信认识与诚信实践相矛盾，主

要表现在诚信践行并没有获得诚信认识的效果;

有诚信认识，但无诚信行为。因此，道德认识与道

德行为之间不可能简单的画等号。诚信正真体现

在诚信认识与诚信行为的一致性或者践行超越

认识。
道德心理品质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诚信的

高度统一。诚信既是道德认识的重要因子，又是

道德认识到道德情感的过渡，亦是道德情感向道

德意志转化的催化剂，最终形成道德行为。心理

品质的这四部分构成紧密联系，层层递进。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完善心理道德

品质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影响心理品质

因素的多样性，这一现实原因决定了人的心理品

质发展也会出现多样性，但它们的实质却是一致

的，即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认同，道德认同再转化

为道德行为。

四、诚信是真、善、美的最高概括

中华文化素有重诺守信的传统，诚信是中华

文化伦理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真、善、美是一个

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诠释了一个民族的道德

风尚、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一个社会的发展趋

势、一个公民的道德修养。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

诚信是真、善、美的高度概括。
诚信之“真”，主要是指真诚、诚实、不虚假，

象征着知识与理性，这也是诚信最普遍最浅层的

涵义。诚信之“真”表现为个体的内心真诚，待人

真诚，说话诚实等。在经济生活中，诚信是顺利交

易的成功法宝; 在法律生活中，诚信是公正断案的

客观要求; 在日常生活中，诚信是人与人真诚交往

的重要保证; 在学习生活中，诚信是衡量一个优秀

大学生的首要准则。试想，经济交易失信，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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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阻碍国家进步和发展; 法官断案掺杂虚假，

换来的只能是诬陷好人，最终失信于人民群众; 生

活交往不能以诚相待，换来的只能是“孤家寡人”
的常态; 学习做不到“知之为知之”，换来的只能

是自欺欺人，最后的结果被社会遗弃。纵观社会

的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与不同领域，诚信始终贯穿

全局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保持好良

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秩序，诚信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从而使我国社会秩序保持了长期稳

定及健康发展的态势。
诚信之“善”，主要是指善良、有爱心，代表着

道德。“性善论”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善”在孟子

看来，其本质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成为

“四端学说”。他说若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并

不因为交情、声誉等利害关系而救人，而是因为内

心“善”的本质自然流露，这是“善”的正面表现。
然而，有时，我们选择了“不诚信”，反而证明了我

们是诚信的，这表明讲诚信是有条件的。比如: 在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为了获得我国的机密文件，严

刑拷打我们的中华好儿女，强逼他们说出重要信

息，在这关键时期，无数战士忍受各种折磨沉默不

语，或者选择谎言对答。再如: 一个得了癌症将要

离开人世间的病人，我们会选择告诉他( 她) 病情

不严重，修养一段时间便可康复，这或许成为病人

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心情好可以治百病，大概

就是这个意思。这正是“善”的反面表现给我们

带来的正面积极影响。
诚信之“美”，主要是指外貌美、内在美、情感

美、艺术美，是更高层次的代表。“美”是“真”与

“善”的集体表现，也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一

个人只有同时拥有真与善，才可成为美，“真”与

“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真未必就善，善未必就

真，只有“真”与“善”相统一，才能到达美的境界。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著名论断“美德即

知识”，这一命题则把真与善统一起来。苏格拉

底认为美德一方面是心灵的内在原则，另一方面

则是获得知识的具体行为。［3］康德在《判断力批

判》中主要围绕“美”展开论述，从康德的“反思判

断力”的立场看，美就不可能是客观事物的某种

属性，而只是主观上对事物表象的一种评价，它表

达的不是对事物的知识，而是对事物的态度、情

感。［4］诚信之美则正是在具体的感性行动中体现

了它所说的事物的完成。［5］因此，美强调的是真

善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诚信的脚步永跟时代节奏，踏出一条符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既与我国的初级阶

段的国情相符合，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

既继承传统美德的优良品质，又发展时代呼唤的

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社会

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展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中国

气派，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和谐

发展，渗透着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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