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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儒家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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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所构建的理想社会其实就是不论哪方面都
非常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安居乐业，信守承
诺，积极奉献，每个人都能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为构建
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努力。这个社会讲究自由、平等、稳
定、和谐，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非常富足。这就是儒学者
最崇高的政治理想。

中国乃礼仪之邦，而礼也是儒学最为推崇的重要内
涵，礼对于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礼记·乐记》中
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礼是天地万物
应当遵守的秩序，正因为有各自的秩序天地万物才有了与
众不同的差别。完美的理想社会也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
社会秩序来保障，而礼正好能够提供这个环境，以最终达
到和谐稳定的目的。

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黄金原则就是讲究诚信，而这
也是儒学文化中最为推崇的个人行为准则。孔子曰：“言必
信，行必果”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②孟子曰：“至诚而不
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③荀子曰：“耻不信，
不耻不见信”。④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儒家文化提倡一种和
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于政府而言，如果
没有公信力就会失去民心。诚信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必须遵守的原则。

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的，也不
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安身立命，身心平和。儒家文化
思想也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重视自我约束，这对我们
现在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有借鉴意义。纵观儒家文化发
展史，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文学带有不同的
特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存
在数千年一定有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时至今日，
儒家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价值体系，

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巨大，因此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也需要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来探寻其
优质的文化内涵。

不论何时，国家的富强、和谐都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目
标。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文化思想是其最重要的核心价
值观，而它的内涵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人和人
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人们一致认为
“天”掌控了世界万物的所有活动，正是由于缺少科学认
知，自然界对于人来说神秘莫测，人们只能通过盲目崇拜
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来消解内心的恐惧，因此他们认为自
然界中有一个可以控制万物的物体存在，那就是“天”。尤
其是殷周时代对于“天”的推崇达到了巅峰。虽然“以德配
天”“敬天保民”等思想的提出对破解盲目崇拜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但是也难以撼动天命论在当时社会的崇高地位。
到了春秋时代，无神论思潮的诞生对天命观造成了巨大冲
击。人们的视线从天神转而投向人本身。孔子首先打破了
天命论的局限，将人从天命观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在此基
础上，孟子又提出了“天人相通”说，指出天也属于自然的
一部分，同时也能够体现“仁义道德”。荀子则强调了人和
天对立统一的“天人相交”论。其实这两种思想都充分肯定
了人的价值，让人和天的关系得以破冰，促使人和自然相
处的和谐统一。

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存在等级、男女等方面的差异，因
此要想保有内心的平和，需要从内心的修炼开始。儒家文
化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各种生理欲望，对于人的情
感存在也表示认同，但是却提倡人应该对其进行克制。孔
子在承认人的欲望存在的同时，提倡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
约束自我行为，甚至为了更高的理想追求可以奋不顾身。
孟子则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⑤。孟子突出了人心理建设
的重要性，强调人应该重在修心，培养自己成为拥有“浩然
之气”的“大丈夫”。荀子也指出虽然人的欲望不能够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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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思维加以节制。这三人倡导的观点虽
然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精神实质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
人可以通过提升自我精神追求来克制自己的非理性欲望，
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精神追求实现内心的平和。

儒家文化对人的社会属性也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人
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人就有
了相应的义务和权利。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克服自私
心理，将集体的利益摆在首要位置，并树立个人利益应该
服从集体利益的观点。不过，对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必须要科学理性。首先，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如果个体不
存在也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的消失。其次，社会的诞生与个
体力量的付出是不可分割的，而且社会是为了满足人的需
求而出现的，因此国家社会必须要首先考虑个人的需求。
不过，物质基础的保障性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同样重
要。荀子认为“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姓。”①
虽然在封建时代这种观点目的是为了“民财足则君赋敛焉
不穷”，② 但是国富则民强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尤为深
刻。儒学文化倡导的和谐、富强观念与当今提倡的“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相同之处，
并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发育土壤。
“礼”在儒学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被认为是促进

社会前进的基本准则。儒学文化之所以如此推崇“礼”的作
用原因有两点：儒家文化中的礼有等次、层次之分。儒学文
化的倡导者认为根据礼的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所处
的地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遵守礼
的法则才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孔子所谓的“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③ 和孟子提出的“无礼义，则上下乱”④ 都是
指礼有着层次之分。此外，儒学倡导的礼不仅涉及政治还
关系伦理，总的来说，都认为“国有体，官有御，事有职，礼
有序”。⑤

礼可以定制度，明规范。礼对于封建时代的作用最重
要的就从伦理道德观念转变成了在人们心中达成共识的
良好规范和制度。因此，礼所规定的准则不仅可以从理论
的角度进行阐释，也可以在实践操作中使用。由于礼对于
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从事的不同工作都有相应的规
定，因此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遵守“言有规行有
范”的原则，才能够做到有礼有节。例如《礼记·少仪》和《三
字经》等都是约束人行为的礼仪规范。

礼能够和上下，防止奢侈浪费的产生。在没有礼这一
约束制度出现时，社会相对比较混乱，不管是人和动物还
是男女老幼都没有在行为准则等方面加以区分。但是礼诞
生后，就如荀子所说的“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
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⑥ 有了相应的秩序进行约束，
社会也更加和谐，“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
得不欢”。⑥ 由于礼对不同人应该遵守和享受待遇进行了规
范，因此“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葬械用，皆有

等宜。”⑦ 所以，不管上流社会还是下层百姓都要根据自己
的身份来从事各种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勤俭节约。

诚信是儒家文化最推崇的行为人际交往准则。孔子就
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⑧ 来作为自己前进的目
标，而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信德最受孔子的推崇。同时，孔
子的言行必须遵守“忠信”原则，他认为：“言忠信，行笃敬，
虽蛮豹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1]此
外，他提出：“言必信，行必果”、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⑩

等观点都充分说明了其对诚信在人际交往中重要性的肯
定。同时，孔子还提出了忠君思想，这种观点在《论语》中多
有反映。不过孔子提出的忠君思想并非是要人们对君王愚
忠，而是以礼的行为准则来事君，也就是说对于君王的过
错臣子不应该一味地遮掩，而应该直言劝谏君主行为与
“礼”不合之处。甚至为了能够让君主的决策符合礼的规
范，臣子应该奋不顾身，甚至以身殉国，这一内涵为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造就了一批舍身为国的仁
人志士。

从上文可知，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所包含的诚信、爱国等思想，在儒家文化中都可以寻找到
其根源所在，而且这些内容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了
相应的价值准则。

二、儒家文化的时代转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儒家文化面临着诸多

方面的考验，为了使儒家文化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我们有
必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对儒家
文化进行时代转换，赋予其新的文化价值，将它应有的魅
力展现出来。

儒家文化蕴含的深厚资源，无疑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培育提供思想资源。但是，儒家文化毕竟距今已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因此，儒家文化必须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进行时代转换。

对于其他文化的传入，儒家文化总是在坚持“和而不
同”的原则下，兼容并蓄地吸取、融合其他优秀文化成果，
就儒家文化自身来讲，它本身就是不断吸收和融合的产
物，这也正是儒家文化包容性的具体体现。

从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来看，儒家文化的历史价值并
不相同。它的某些方面可以运用现代转换为现代化发展服
务，而另外一些不适合历史发展的方面应当予以扬弃。因
为儒家文化具有两面性，所以我们在借鉴儒家文化时要注
意对其进行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种理论的生命
在于与时俱进，并能在此基础上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可以
相信，儒家文化经过时代转换，定会发挥它应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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