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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在利用和改造自

然的过程中，把道德作为立人立事的标准，用以塑造民族的灵魂，

协调人们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当今中国如何承接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着

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核心价

值观就是一种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

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

件”。 习总书记强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

的根基，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全民“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

德实践”，才能有效地承接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道”和“德”组成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古人认为：

“道之在我之谓德。”古人把德与道直接相连，德是内在于人的道。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意思是最大的

“德”，就是“道”的体现和作用。“道普德溢”，天下太平，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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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传统文化千百年来要达到的社会境界。

《易经》被视为中国的“群经之首”，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源

头。《易经》与道德紧紧相依，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

《周易·说卦传》认为：“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

义，穷理尽性至于命（天命，即自然规律）。”就是说，圣人作《周

易》，是为应和、顺从道德，制定礼仪准则，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

和性质，直至认识自然规律。《周易·系辞下》指出，伏羲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公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

辅”（上天公正无私，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道德是立身立国

的根本。孔子梦寐以求的“道（引导）之以德，齐（规范）之以

礼”，正是这种理念的传承和发展。说明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人们就把社会道德养成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了。

（二）

中华传统道德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有明显的特征。这种特征不

仅决定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历史的发展走向，而且制约着中华民族

及其文化现在以至将来的发展和命运。

开放性的道德心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首要特征。如何对待

人，人与人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道德理念的核心要

素。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民族在古代就十分珍视人和人的生命。从

文王之仁“泽及枯骨”的故事，到武王接受周公的建议不杀殷民的

史实，再到孔子听说马厩失火问人“不问马”的记载，都说明我们

的先贤把人和人的生命摆在最突出的地位，不仅主张“仁者爱

人”，而且主张“泛爱众而亲人”（《论语》）。也就是说，有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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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要热爱他人，而且要博爱众人，亲近仁德，达到“四海之内

皆兄弟”（《论语》）的目标。这种开放、包容的心理，始终在中华

民族道德理念中处于支配地位。

劝善性的道德心理，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又一特征。引导和教育

人们向着善良、光明、幸福迈进，从而使全社会呈现文明、和谐、

美好的局面，是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因素。孔子告诉人们要“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之”（《论语》），意思是说，看见贤德的人

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德的人就要从内心反省自己是否有和他

一样的行为，从而自觉地学习好的，改正错的，成为一个有道德的

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甚至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从而鼓励

人们向着有道德、有作为、敢担当的方向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自

暴自弃，停止前进的步伐。

世俗性的道德伦理，是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特征。中华传统道

德以教人养心为目的，制定道德规范引导和教育人们培养良好的心

性。就像孔子强调的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即推举品德高尚的

人，教育品德差一些的人，他们就会相互勉励而共同进步。朱熹也

强调“良心必有所法舰（现）”，强调的都是心性的修养。中华传统

道德要求通过内在的心性养成，达到“道”所要求的境界，通过生

命进程的向内熔冶，完善良好的道德心性。道德心性的养成，主要

靠生命历程的内在感悟、道德理念传承，内化自我约束和自我实现

的道德心性，而不是简单地靠外在的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实现道德心

性的养成。这正是以人为本理念在道德建设上的体现，以便最大限

度地发掘和激越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会道德传承、优化和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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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性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又一特征。在中华民族

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许多道德理念，

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廉。虽然每个概念仅有

一个字，但是其内涵和外延极其广泛、深邃，有的甚至就是一门理

论体系。这当然与我们祖先在竹简上刻字或写字的书写方式有关，

但也说明了古代先贤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

孔子思想“是一种道德哲学”。如人性善的理念，不仅涉及人的固

有本性，更涉及应沿着什么方向成长、前进，还涉及教育的理念、

作用和方法。将人的道德概括出这些高度抽象的概念，一方面有利

于我们去传承和把握，另一方面给后人以发挥和创造的空间。

存在决定意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由中华民族所处的面

向大海、贯穿大河、依托大山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我们的祖先

世代在这样的环境里繁衍生息，在浩瀚的大海中航行搏浪，必然发

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感慨，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心理；在

滔滔大河的冲击平原上治水拓植，必然产生“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礼记》）的道德理念，劝导人们向善，形成改天换地的强大

力量；在巍峨群山的怀抱里攀援狩猎，必然产生“以天下为一家”

（《礼记》）的道德理念，形成世俗养心、互助共生的社会整体；由

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必须以简洁明确的方式确立道德规范，以

便使更多的人理解和实践，于是高度的思维方法便普遍运用于道德

教化和传承。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范畴里，也存在许多封闭性、愚民性、保守性的

因素，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包袱和前进障碍，更有许多传统道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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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能量因素没有被人们掌握和传承，因此，《中华美德25讲》，

是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正能量因素传承和发扬而编写的。

（三）

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的传统道德规范，虽然

是一个博大而深邃的体系，但是反映其本质和重点的内容是十分明

确的，古人曾概括为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

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为国家层面上的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

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了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社会主义道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书对中华

传统美德的“仁、忠、善、信、学”五则进行介绍和阐述，以便易

于认识和把握。

在中华传统道德中，“仁”历来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仅

引导和教育人们尊重人、珍视人的生命，更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

互爱慕，尤其要把爱人、助人作为道德修养的首要内容；“忠”在

中华传统道德中历来受到特殊的重视，因为历代统治者都强调“忠

君爱国”，以便强化和稳定其统治地位，但仁人志士们真正忠于的

是国家、民族和事业，为此团结奋斗，廉洁自律，甚至不惜牺牲个

人利益乃至生命；“善”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一直受到重视，人们甚

至认为善良是人类的本性所在，后天的恶意恶性是引导和教育失误

的结果，最大的善良莫过于孝敬父母，善良的人要像水一样处于低

处，谦退礼让，淡泊明志，以益于他人和社会；“信”在中国传统

5



道德中被认为是立人之本，认为只有言而有信才会得到人们的认

可，真正的大智者是那些童叟无欺、表里如一的人，古人制礼作乐

是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老老实实地做人做事，古人甚至用岁寒三友

（松、梅、竹）和石王美玉启示人们诚信无欺；“学”在中华传统

道德中地位十分突出，《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通“悦”）乎？”意思是说，学习之后再不断复习，不是很快乐的

事情吗？足见对学习的重视、热爱以及对学习方法的把握，因为在

生产和社会活动中，我们的祖先深刻认识到，向实践学习，向书本

学习，是个人乃至民族进步的根本途径，于是便将学习提高到道德

理念的高度，不仅自己要学无止境，持之以恒，还要引导和教育子

女学习、尊师重教，更将琴棋书画、饮茶行道作为学习、养心的重

要内容。

道德建设历来都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那种漠视道德建设、

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是极其有害的。在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

奋斗的进程中，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正能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

更加和谐、文明、美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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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仁”历来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

仅引导和教育人们尊重人、珍视人的生命，更主张人与人之间应

该相互爱护，尤其要把爱人、助人作为道德修养的首要内容。从

“仁”的道德理念出发，不仅要“爱人”，而且要爱众多的人，执

政者要爱护百姓，为正义事业勇于献身，坚持原则，体谅他人；

要能够克己兴仁，反省自己的言行，改正自己的错误，学习他人

之长，容忍他人之短；要勤俭节约，这不仅利国，而且养德，更

能避祸；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嗔不怒，不厌不妒，雍容大度；

要有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勇气，大智大勇，见义勇为。传承和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仁爱理念，对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形成互敬互爱的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

仁德至上

第一篇





第一讲 仁为德本

“仁”的金文字体写作“竺”，即“竹子”。竹子中空外实，如果剖

开后一一分开就变薄，而全竹为厚，所以仁就是“厚以待人”。“仁”

还代表二人彼此把对方当成自己一样，就是“亲”。此外还有一种说

法，说“二”是天和地，“仁”是“天地生出万物，人就是这样产生

的”。可见，“仁”是万物之源，是道德之本。

仁者爱人

“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提出仁者能浑然与天地万物

为一体，成就君子人格。《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与“地势坤”均为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的根本精神在于“无私”。 古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覆

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古人认为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

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生成万物一片仁慈之心。君子为人之典

范，应效法、顺应天地之道。

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仁爱精神，要求

人们替他人着想，帮助他人，珍爱生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

子曰：“天生德于予。”“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

何？”他认为人处世立身，做任何事情当以仁为依据和前提。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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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

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想要的，也要帮助别人实

现，出门见到谁都很恭敬，好像迎接贵宾那样，就是说要对社会上所有

人都很尊重。孔子这里讲“仁爱”就是指做事要严肃认真，宽以待人，

讲诚信，善待而不伤害他人。

孔子主张仁者要尊重人的价值，珍惜人的生命，把人放在高于一切

的地位。一天，孔子刚刚退朝回家，家里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向他报告：

“马圈失火了。”孔子当即问道：“伤着人没有？”可见在他的心里，把

人放在了第一位。

三国时期的刘备，是一位拥有仁爱之心的政治家。当刘备从樊城南

撤，途经荆州的时候，曹操大军步步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因有十万百

姓相随，军队行动十分迟缓。有人劝他，抛弃百姓，率领少数将领轻骑

而走。刘备却严肃地说：“要成就大事，必以人为本，现在老百姓愿意

跟随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呢？”由于刘备坚持以仁爱之心待人，终

于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戴，建立了西蜀政权。

孟子提出德性、良知属于人之天性，做人要保持善性并不断升华道

德境界，每个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

把道德责任与安身立命连在一起，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认为

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主张推行仁政和德化，启迪人

们的善性和责任感，使社会形成“仁民而爱物”的风尚。

仁政爱民

古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我国历代圣贤明君无不恪守仁爱为本的思想，以道德教化人民，带来国

泰民安。

周文王姬昌仁政兴国，受到万民敬仰，人称“西伯侯（周文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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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泽及枯骨”，其宽容仁爱的胸怀垂范后世。当周文王还是诸侯国

君，被封为西伯时，在现今陕西鄠县东三十里的地方建造灵台，台下有

灵囿、灵沼。正当挖掘池沼时，发现了许多枯骨，主管官吏立刻向文王

报告。文王心生怜悯，于是吩咐主管官吏将这些枯骨埋葬。官吏说：

“这些骨骸都是死了很久，没有后代的人，已经没有人管这些枯骨了。”

文王说：“拥有天下者，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个邦国者，就是这个

邦国的主人。这些枯骨在我的邦国内，我就是他们的主人，理应管他们

的事情。”说完便命令手下准备衣棺重新埋葬这些骨骸。当时的人听到

文王有这样的仁德之心，都说：“文王真是仁德啊！他的仁德都施行到

枯骨上了，何况是活着的人呢？”正是由于文王广施仁德，西周才得到

越来越多部族的支持。

文王之子武王率众推翻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后，在如何处置殷商遗民

和上层贵族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

“我听说过，爱屋及乌。相反，如果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

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

而要统统杀掉。武王觉得不妥，又找来周公商量。周公说:“让殷人在他

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仁德的人。”周

公这种给予生路、就地安置、区别对待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

命令召公释放被关押的贵族，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

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

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不仅得到殷人拥护，也赢得了各部族的广泛

赞誉，使新兴的周朝出现了昌盛祥和的局面。

孔子曾说：“治理国家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

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了。”从汉朝建立到汉文

帝，经过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极盛的地步。文帝受老子思想影响，采

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但更主要的是文帝为人十分仁德宽厚，这使天下百

姓受益无穷，也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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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刘恒，被高祖封在代地称代王。公元前180年，被拥立为天

子。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以仁德为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

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

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

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受

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萦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

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

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

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宽厚，不事苛求，所以

狱事简省。

二、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希望寻找到仁德之人，实行禅让。一些

大臣劝文帝及早立太子，文帝却说自己的德薄，希望可以找到贤圣有德

的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大臣们认为确立继承人为自己的儿子是定规，

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是不合适

的。于是，文帝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启为太子。但同时赐给全国民众中

应当继承父业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三、文帝能够与民同乐。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并赐给天下无

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

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

乐。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

封有功大臣，因此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

四、节省民力、财力。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

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

苦，节约人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列侯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

五、节省物力。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

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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