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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总会向世界、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的形

象。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都是形象的符号。而其中，文化是根

基，是灵魂，是软实力，是持续发展之本。作为中国形象特色的，作

为中国文化表征的，重要的中国符号是民俗文化与传统美德。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且传承于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具有

集体性、地域性、变异性、传承性、规范性等基本特征。民俗文化贯

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每一个人从生前到身后的全过程，

包括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间信仰、岁时节日

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民间文学艺术等等。在这种最日常生活化的图

景中，体现出绵延不绝的世代传承，唱响起生命热力的动人弦歌。

传统美德是在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形成的，具有综汇

百家优点，兼集八方智慧的特色。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

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崇尚气节，道德至上。我们常常用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来形容传统美德，其实，古人用仁、

义、礼、智、信就概括了“五常”，用忠、孝、节、勇、和就说清了

“五德”。这些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如此简洁，又如此明了。

        中国符号的追寻与弘扬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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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民俗文化是形而下的，是朴实和坚实的，但是，却在讲

究礼仪、尊老爱幼、谦逊好学、公平交易、助人为乐的系列良风淳俗

中，展现出平等正义、友爱重信、勤俭诚实、明智无私的精神风范。

传统美德是形而上的，是哲学和伦理的，但是，这些并非仅仅是高堂

讲座的说教，也并非仅仅是宣导世人的枯燥文词，而是需要用生活、

用生命来诠释的行动。完全可以说，两者貌似形异，实则神通。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民俗文化与传统美德，作为民族躯体的两

翼，作为支撑家国精神的双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中国“民俗文

化”与“传统美德”两方面的内容融入同一套图说丛书。

这套丛书是通俗的、普及的，是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朋友

们奉献的，也是为“农家书屋”所编撰的。中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

农村、农业、农民永远是我们祖国的重要基石。

这套丛书是江西省民俗与文化遗产学会和江西美术出版社共同策

划的，采取“名家写普及读物”的做法。一批民俗学家和古代文化专

家写作书稿，也有不少年轻的学术新锐积极参与，使丛书有学术价值

和质量保证。

这套丛书是面向当代的，更是面向未来的。全书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图文并茂的表现，并且具备鲜活、哲理和深邃的思考，用民俗文

化与传统美德，既照亮着今天，又昭示着后来。

为了这套丛书高质量和高效率地出版，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

编辑陈政先生贡献良多，责任编辑徐玫女士殚精竭虑，写作与绘画的

诸位协调配合，我们深为感动，心存感念。正是由于各方面的努力，

丛书才以如此精美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套丛书的出版，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为了出版而出版，而

是有更高的追求，更激越的情感。对于这套丛书来说，为了中国符号

的追寻与弘扬，正是我们的初衷和动力所在。

                                                 余  悦  

2011年9月8日

于洪都旷达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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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四

书”、“五经”为其渊薮；如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

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但就官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

而言，考之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状况，儒家思想一

直占据着正统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

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当

然，其他诸子百家之思想文化亦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它有着诸多的道德规范，如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

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

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

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

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也已经出

现“礼”、“德”、“孝”等文

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

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

德”，即“知、仁、圣、

义、忠、和”的提法。到了

周代社会，生活在春秋时期

的孔子，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

出发，形成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

儒家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

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

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

传统。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

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

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

累并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

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

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的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要素组成情况，历史上不

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其实，早在商代就提出了“六德”（知、

仁、圣、义、忠、和）之说。《尚书·洪范》记载的是周武王与

箕子的对话，又有关于“三德”的论述，“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刚克，三曰柔克”。《周礼·地官·师氏》中有地官师氏一职

官，职务是“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

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管子·牧民》中，提

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伦理规范。战国时期，孟子

上继孔子，提出了“四德”（仁、义、礼、智）之说，并提出

“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的伦理原则。西汉时期，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提出了“三纲”（《春秋繁露》）和“五常”

（《举贤良对策》）说。东汉年间，王充在《论衡·问孔》中就

提出了“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这种说法，这就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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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历代儒家学者所倡导的“五德”说。宋元时期，人们在管

子的“礼、义、廉、耻”学说上，配以“孝、悌、忠、信”，就

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

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

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

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意识到德治是中国的特色，只要推陈出

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

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

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的道德融合。1992

年，张岱年先生在当年《道德与文明》第�期上发表文章，在总

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9个主

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

刚直。凡此种种，提法不一，但都是适应各自时代发展要求而提

出的说法。

现代人们一提起“五德”，通

常便会想到“仁、义、礼、智、

信”这一传统说法。从《论

语》、《礼记》等文献典籍记

载来看，作为儒家学说的创

始人，孔子讲“仁”，就是

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

爱，由对父母、兄弟、姐妹之

爱，进而推及对他人之爱；孔子

讲“义”，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

目标和价值取向，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

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孔子讲“礼”，主张“凡人之所

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冠义》），把“礼”看成是治国

安邦的根本；孔子讲“智”，赋予它以明智、智慧、机智等系列

丰富的道德和内涵，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学智

慧聚成一体；孔子讲“信”，把它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

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

惠）之一，强调要“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这五者，是对

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推

崇并发扬光大。

到了21世纪，人们又提出了一种新的“五德”之说:“忠、

孝、节、勇、和。” 所谓“忠”，就是内心求善，外求尽职

尽责，不仅讲“上思利民，忠也”，也讲“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所谓“孝”，主要是对父母、长辈尽孝，强调长幼有序，

强调要与尽到报效祖国之忠统一起来。所谓“节”，诚如孟子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那样，讲气节、重操守、重名节、轻利欲。所谓

“勇”，人们赋予了它各种丰富内涵，“持节不恐谓之勇”、

“持义不掩曰勇”、“投身为义曰勇”、“知死不避曰勇”、

“悬命为仁曰勇”、“弃命为仁曰勇”、“胜敌壮志曰勇”等

等，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

竭动力。所谓“和”，主张“礼用之，和为贵”（《论语·学

而》），提倡中和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和”被认为

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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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仁、义、礼、智、信”做到位，“忠、孝、节、

勇、和”自然做到。父母对子女或上级对下属，你对我好，我

对你善，一来一往的事情，“忠、孝”本质就是善待，只要

“仁”和“信”做到位，根本无须再强调。节者，气节、操守。

“忠、孝”做到位，“节”自然就有了。不论是在民族大义上有

“节”，还是在平时生活中接人待物上有“节”，忠诚、守信

是不可少的。“和”，“仁、义、礼、智、信”做到位了，不

“和”都难，无需再多强调。“勇”，倒是值得特别一说，孔子

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真正的勇者，有所惧，

有所不惧，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言：“所谓的勇敢，应该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迎战不应该害怕的任何东西，一是应该害怕那

应该害怕的事情。小到一个人，一旦有人跟你拌上了，就应该克

服自己的害怕跟他勇敢地对抗；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有国胆敢侵

占国土海疆，就应该克服牺牲的恐惧对抗到底。”对于鲍威尔的

后半句，则是人人害怕死亡，人人都应该在对抗的时候极力保全

生命，不要做无畏的牺牲。其实，这也是

一种“智”。

总而言之，无论是旧“五

德”还是新“五德”，隶属于

一个系统，本质上是一个体

系，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至德要道。这10个字所涉

及的伦理道德是全方位的，

它们之间的内涵与外延既相对

区别，又难免有交叉之处，主要

取其本意、主意，其中既有内向的，

就自身内心修养而言的，又有外向的，从与他人关系、社会关

系、改造世界而言的。每组各字之间，均有次序，各有内在逻

辑。两组各字之间，相互对应，仁忠、义孝、礼节、智勇、信

和，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基本内涵概括更加完整、丰满、全面。

在旧“五德”中，“仁”为首，是根本，“信”贯穿于其间；新

“五德”，“忠”为首，是根本，“和”贯穿于其间。总体而言，

“仁”也是这10个要素整体之首、之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核心思想；“和”也是贯穿这10个要素整体的，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标。

今天，我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回归，自然离不开对

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继承与扬弃。

儒学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学问，而不是仅仅存在于故纸堆和博物

馆的死学问。如政治生活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共

赢；经济生活中运用《论语》加算盘的智慧经营企业，开创竞争

与和谐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局面；在日常生活中谨守仁道，用

“忠、孝、节、勇、和”的道德原则处理人际关系等，甚至生老

病死、婚丧节庆，都需要奉行儒学的道德原则。因此有人说，生

活中处处有儒学，处处需要儒学，是有其合理性的，只不过是

“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如今我们重新建构一套新型伦理道德

文化，自然需要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一番检讨和审视，继承

和发扬其中的合理内核，使之能更加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成为一门活学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自上世纪�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以德

治国”的方针, 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

界”的目标，提倡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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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中无不借鉴或吸收了传统儒学伦理道德文化的理念与智

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特色”，而“中国

特色”当然包括传承了数千年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 

离开了中华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特色”。而“实事求是”的观

念范畴，则源自汉代儒家王充与班固的著作。以上清楚地说明，

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思想联系，这也正是儒学具有现代性的

生动证明。

再就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言，自上世纪末以来，全世界都处在

一个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政治趋势的多极化、文化格局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在价

值观方面，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全人类还不可能建立一个全球统

一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观，但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

化，一些原本植根于西方或东方文化土壤的核心价值观念, 越来越

表现出普世性，即普遍适用、能为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

的特性。按照当代中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说

法，基本上认为中国是一个以伦理政

治为体系的文化，道德因素在中国

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今的

西方更是对中国文化持肯定态

度，而对于身为中国人的我们

也基本认为应该吸收中国文化

的精华部分用以传扬。例如，

原本植根于东方的仁爱、礼

义、和谐、诚信、中道等观念，

现在已经突破地域的界限而日益成为

全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念。现如今，我们从了解到的中华

道德起源与发展，结合主流的政治文化等因素，考察新“五德”、

旧“五德”10个具有传承意义的中华核心美德，并且论证其全面性

与包容性，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在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出现

了许多重大的弊病与危机，诸如核战争的威胁, 全球暖化的危险

进程, 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问题, 物欲膨胀、资源浪费的问题等

等, 并且伴随着信仰失落、道德堕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人格

扭曲等等现代精神道德层面的疾病。这些社会弊病与危机，有些可

以通过发展科学、完善制度去解决，但科学与法制并非万能，解决

深层的价值观的冲突问题，还需要依靠伦理道德层面的方法。而在

这一方面，儒学传统的道德人文精神及其新“五德”、旧“五德”

价值观，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如果这个社会层面从群体到个人都能

真正认识“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则许多社会问题是不难控制与

解决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

价值观, 期望运用儒学的伦理道德智慧去缓解或消解人类的精神疾

病。而作为“以道自任”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自觉承担起弘

道的责任，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职责。未来的世界仍将是一个多极共

存并进的世界，未来的世界文化也仍将是一个多元文化沟通互补、

和而不同的格局。作为拥有数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理应树

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建设一个真正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现代中国与理性、繁荣、文明、和谐的未来世界而不懈

努力。愿中华文化中那些曾经闪耀着无比光辉的美德，能再一次闪

耀在我们当今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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