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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使青少年从小形成良
好的精神品德”。 什么是“良好的精神品德”呢？ 我
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孝”、“廉”、“耻”有
不少封建的糟粕，但立志高远、勤奋学习、昂扬向上、
珍惜时间、节俭敬上、礼义仁智、诚信待人等传统观
念， 在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要求青少年健康地成
长，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养成良好的习惯，肯学习，
爱劳动，爱科学，爱祖国，爱社会，爱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悠久的文化， 我们的祖
辈、父辈和历代的社会精英，都受到过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的熏陶和培育，民族文化中的礼义传统，今天同
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精神资源。 法治是社会
的刚性规范，礼治是社会的柔性规范。道德教育是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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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的社会行为。 我们应通过学习， 学会尊重他
人，培养爱心，尊崇善良，遵守伦理道德、公共道德、
职业道德，提倡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从爱父母、爱亲
人做起，逐步升华到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从爱动
物、爱植物做起，逐步升华到爱环境、爱自然、爱地
球。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汉朝董仲
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古人称之
为“五常”。“五常”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
贯穿在整个道德体系的发展中， 它们既是一种道德
规范，又形成了一种道德意识，两千多年来，已经成
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
精神文化的根系，牵动、影响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
也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仁、义、礼、智、信”五
个字代表五个核心道德观，这些理念，对于确定中华
民族文化发展方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中华民族精
神，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中华道德、中华
文明、中华精神的力量，才支撑中华民族长存不亡，
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奋进不止。
“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在中国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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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民族精神， 建立起了内涵丰富的民族道德人
格，造就出了许多人格典范。“形象大于思想”，以文
化涵养道德， 以道德提升文化。 用传统美德的具体
化，教育广大青少年继承优秀传统；通过优秀传统文
化的普及宣传，传播传统美德，正是编写和出版本丛
书的目的所在。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
和谐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社会的和谐既源于稳
定、协调，又高于稳定、协调，它是社会稳定和协调的
理想状态；它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
的现实社会历史过程， 它是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过
程的统一。作为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疑，在青少年中
广泛开展“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育，会大力促
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 为此，2005年7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国际合作
出版促进委员会决定联合安徽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
编写、出版“仁义礼智信·青少年道德教育丛书”,对

前

言

〇
〇
三



前

言

“仁”、“义”、“礼”、“智”、“信”逐字加以诠释，并
赋予时代内涵， 将其作为建构新时期青少年核心价
值体系的有力抓手。

本丛书由著名学者李汉秋、 许力以、 周谊主
编，卢祥之、尤娜任副主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国
际合作出版促进委员会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仁》一
书由金辉、付沛主编，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张
辉、袁海艳、孙玉红、姚士杰、幺英建、李春峥、邵明、
杨春玉、张转生、勾学英、赵瑛、郎轶先、刀戈疆、史
兰红、渠静、德瑛辉、路媛、赵彦静、姚静、李异华、徐
艳颖、高岩、周芳、吕蕙凤、刘颖、马彦欣、沈淮、李瑾
琳等。

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通过阅读本丛书， 能够有
所领悟，有所提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员和生
力军。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国际合作出版促进委员会研究中心

200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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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告之辩

人之初，性本善。
【出处】摇《三字经》
【浅释】摇人最初来到人世间时， 本性原本都是善
良的。

“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学说中一个最基本的
观点。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有些人变恶，
是因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是没有保持和发扬本
性中善而导致的。 与孟子同
时代的还有一个人， 叫告
子。 他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
善和恶， 而环境和教育，则
可以使人成为善人或恶人。

有一次，告子和孟子就
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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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先提出了他的看法：“人性， 好比急流的水，水
路的决口在东就向东流，在西就向西流。人性不能
分善恶，正像水在流向决口之前不能分东方、西方
一样。 ”

孟子立刻驳斥告子说：“是的，水的确不能分出
东、西，但难道不能分出它的本性是向下流或向上流
吗？ 水总是向下流的。 人性也是一样，人性没有不善
良的，正如水没有不向下流的道理一样。 但是，水可
以用拍击、遏阻的方法，使它从平地流向高山，人性
也可以用外力影响，使它成为不善。 ”

告子又说：“人性的善与不善，都是由外界影响
决定的。 周朝的文王、武王是仁德的君主，百姓就向
善了。到了幽王、厉王，他们是暴虐无道的君主，百姓
就跟着暴乱了。 ”

孟子回答道：“从你说的例子来看，依然证明人
的本性是善的。百姓跟着君主而变得暴乱，这不能说
是他们的本性不善。请想一想，恻隐之心，人人都有；
羞恶之心，人人也都有。 还有，看到值得尊重的事而
生恭敬之心，看到某件事而做出判断的是非之心，更
是人所共有的。这些正是人性本善的证明。人的善良
本性是存在于内心的。必须有意识地去探索它、发展
它，才能成为一种美德，如果放弃它，那就会失掉或
被淹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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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他们各不相让，争论许久，没有得到
统一的结论。

孟告之辩没有定论， 不管人性
有生以来是善还是恶， 但善可能转
变成恶，恶也可能会转变成善，关键

是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积德行善， 重视仁义
的德性修养。 所以，青少年都应当从小好好学习，培
养自己的善良、助人的优秀品格。

【名言警句】
◇教于幼正大光明，检于心忧勤惕厉。

———［清］王永彬《围炉夜话》

注释：教导晚辈要从幼年开始，培养他们凡事应有正
直、宽大、无所隐藏的气概；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反
省自己的行为思想， 不能没有自我督促和自我磨砺
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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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与生命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
成仁。
【出处】《论语·卫灵公》
【浅释】“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为了成全仁
德可以牺牲生命。

有一次， 孔子的弟
子向孔子请教关于仁德
与生命的问题。 他问：
“老师，您给我们讲的仁
德、忠义都是非常对的。
人与人之间彼此仁义相
待， 确实是一种难得的
美德。 我也很想得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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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美德，但能够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我的欲
望。 假如生命与仁德二者发生了冲突，我该怎么办
呢？”孔子严肃地说：“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凡
是真正的仁人志士， 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
仁德，为了能够成全仁德，他们可以不顾惜自己的
生命。 ”

弟子恭敬地给孔子行礼，非常佩服。 这时，孔子
的另外一个学生子贡又问道：“仁德一定很不容易
做到吧？我们应当怎样培养这种美德呢？”孔子回答
说：“仁德的培养可以从头做起。 比方说：工匠要想
做好活计，必须先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对于一个国家
来说，应该选择贤良的人来辅佐；对于一个人来说，
应该挑选那些仁德之人交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
起仁德来。 ”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
家。 他视仁义道德比生命还重要。
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

和民族的利益，舍利求义，乃至舍身取仁。 孔子教育
他的学生，仁德的培养要从我做起，从头做起。 与仁
德之人交朋友，以仁义待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名言警句】
◇子曰：“弟子入而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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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仁。 ”
———《论语·里仁第四》

注释：孔子说：“为人子弟的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外
出要尊敬兄长；为人处事要讲信用；对周围的人要广
施仁爱；要学习上进，亲近有仁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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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谏齐宣王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
仁之本与。
【出处】《论语·务本》
【浅释】有道德情操，品行高尚的人追求人的根本，
掌握了根本道德并由此而确立仁爱的人， 便成为孝
悌之人。

一日，孟子来到齐国，见到了齐宣王。这时，齐宣
王看到侍从牵着一头牛走过，准备杀了它祭祀。那头
牛吓得浑身发抖。 他看了于心不忍，就下令放了牛，
用一头羊代替。孟子赞扬了齐宣王，说他这么做是出
于一种仁心，并且告诉齐宣王说：“很好，大王已经
是以仁心来对待禽兽了，如果用仁心来对待百姓，那
就是王道仁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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