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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德》

内容概要

根据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精神，从道德建设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在原有讲义和教
学实践的基础上，编著了本书。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
的需要，并适应公民道德建设的需求。　　本书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用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原理,对“道德”、“传统道德”、“传统美德”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梳理和深入浅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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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秉公执法的奉公精神。这是我国古代官吏遵循的道德规范，被视为治国之美德。中国古代虽说
以人治为主，但也重视法治。各朝不断地制定和完善法律条令，对稳定社会起了一定作用。由于缺乏
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级官吏在执法中有很大随意性，法律的执行情况往往决定于官吏的道德素质，即
廉吏还是贪吏。所以就产生了约束官吏行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奉公守法、循法而行；秉公执法
、执法如山。一方面官吏要克己奉公，以身作则，严守国家法纪；另一方面，作为执法者必须公正无
私、刚正不阿、赏罚得当。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法行事，不畏权势，不论亲疏，不因私人利益、私人
感情和亲人关系违背国法，袒护亲友。史书中记载了许多清官廉士不私亲族、不受私情、不记私仇，
不以私事害公义的事迹。例如，子文执法不私亲、叔向断狱不隐亲、石硝大义灭亲、包公铁面无私、
海瑞为民请命等等，历来为人所称道，被作为执法者的道德楷模。在赏罚中严格按法律办事，也是取
信于民的一种手段。诸葛亮对有功者“虽仇必赏”，对犯法者“虽亲必罚”，狄仁杰与唐高宗争辩，
坚持依法定罪，这些都体现了维护法律，依法行事的传统美德。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更要强调执法
的严肃性，发扬奉公守法、秉公执法的优秀传统。　　15．清正廉明的清廉精神。这也是我国占代官
吏的道德规范，被视为“国之大维”，“为政之本”，“为官之宝”。我国古代政德(官德)的内容十
分丰富，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正廉　　明”。这“清正廉明”，核心是一个“廉”字。“廉”是“
清”、“正”、“明”的先决条件。什么叫“廉”?古人关于“廉”的概念有种种说法，大致有如下几
种含义：一是指“清廉”。《广雅·释诂》曰：“廉，清也”，此“清”与“浊”相对立，《周礼·
小宰》注：“廉，清不滥浊也”，这就要求作官之人洁身自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二
是指“公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廉之为公正”，此公正与偏私相对立，就是要求为
官之人办事公道，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殉私情；三是指“不苟取，不妄得”。 《孟子·离娄上》
：“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汉代刘向曰：“廉士不妄取。”这是要求为官之人要坚持以义制
利，不取不义之财；四是指“节俭”。《辞源》注曰；“廉，犹俭也。”明代清官海瑞曰：“公以生
其明，俭以养其廉。”这就要求为官之人俭以律己，以防走上不廉之路。五是把“廉”看作高尚的道
德情操或理想人格。《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
也，不若人有其宝’。”这里记载的子罕“以不贪为宝”，正是对廉德的歌颂，表明了子罕追求的是
高尚的理想人格。我国古代要求官吏清正廉明，这到今天仍没有过时。当前，我们党领导的反腐倡廉
、反贪拒贿的斗争，其目的就是在于加强廉政建设，转变党风、官风，进而优化民风。因此，我们说
清正廉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观察和考核一个人是否志笃志坚，不令要看其口头的表白和书面的宣言，更要看其在
紧要关头是否坚贞不屈和在一生中是否坚持不懈。因为实践既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也是
检验意志是否坚韧的惟一标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对于这段名言
，我们如果不从被动承受来认识，而从主动承担来理解，那么就可以看作志士仁人自觉提升精神品德
的警句。一个人假若立下承担时代赋予重任之大志，就应　　该痛下决心，苦练本领，忍饥受寒、直
面贫困，即使所作所为都遇到艰难险阻，也要视为净化心灵、砥砺性情和增强能力的重要方法。古圣
先贤们为我们树立了无数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崇高榜样，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且不说
早在神话传说时代出现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故事，就说
孔子的一生经历也是明证。他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实践自己的主张，一生奔走于列国之间。虽然曾
经畏于匡、厄于陈、困于蔡，屡遭排挤打击，迭遇误解嫉恨，在当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仍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终于成为儒家的始祖。他创立的儒学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萃和主体，至今不但在华夏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
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本人亦被历代尊之为圣人。　　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几千
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这应该主要归功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艰苦
奋斗，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上的明君贤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创建的丰功
伟绩，所体现的高风亮节。他们励志图强、笃志上进等方面的美言佳行，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重要内
容。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志气和行为，就一直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精神的象
征。吴越相争，越败国亡，勾践被虏至吴都会稽成为夫差的马佚。但他决心复仇，立志复国。在吴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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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负重，韬光养晦，为奴三年，直至被赦。“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
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遇
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大臣范蠡、文种等的辅佐之下，经过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吴称霸。历代诗词曲赋多有歌咏，小说戏剧也常搬演，是中
华民族家喻户晓的传统故事之一。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也是中华民族尽人皆知的一代名臣。他
年轻时虽隐居隆中，但自比管乐，刻苦攻读，留心世事。一旦出山，就使兵微将寡，又无立足之地的
刘备占有荆、益两州，三分天下。主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分明，推行屯田政策，改善民族关系，
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文化。他立志尊刘复汉，统一中国，虽因刘备、关羽等违反了他联吴抗魏策略，先
失荆州，后败夷陵，国力受损，致使其五伐中原，力不从心，病死军中，留下终身遗憾。但他那为实
现宏誓大愿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表》)的精神，流芳百世。　　　　节俭，指的是对物
质财富和劳动成果的珍惜、爱护和节约，要求人们做到不奢侈、不浪费，物尽其利，财尽其用。　　
华夏自古重节俭。首先，古人认为节俭是修身、持家、治国的法宝。古人向来把节俭和勤劳联系在一
起，称之为勤俭，认为“不勤不俭，无以为上人也。”(王通《中说》，在古人看来，万物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物质基础，破坏自然资源，浪费劳动成果，就是损害人类本身的一种恶行。《尚书·武成》记
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指出，商纣王“暴殄天物，害虐燕民”，是天下的大恶人。“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奢侈则是最大的过错。强调了
节俭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春秋时期重视礼，孔子在《论语》中谈到礼的地方达数十次。孔子所
提倡的礼，重在人的道德完善，而不在于表面的繁琐形式。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
众。”(《论语·予罕》)依照古代礼制，男子一到二十岁便举行加冠的仪式，叫“冠礼”。麻冕，用
麻制成的行冠礼戴的礼帽。纯，黑色的丝。绩麻做礼帽，按照规定要用二千四百根经线，麻质较粗，
必须织得非常细密，很费工，若用丝，丝质细，容易织成。因此，孔子说：“礼帽用麻料织，这是合
乎传统的礼的；今天大家都用丝料，这样省俭些，我同意大家的做法。”在《论语·述而》中，孔子
对节俭与奢侈的取舍态度表现得更加鲜明，他说：“奢而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孔子的
意思是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节俭朴素就显得寒伧，与其骄傲，不如寒伧。墨子特别注重“俭节
”，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意思是说，节俭才能生存发展
，纵欲放荡就会招致灭亡。墨子之所以主张“俭节”，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而发的。春秋战国之际
，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奢侈腐化的生活，千方百计榨取劳动者的血汗。他们“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
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彩靡曼之衣”、“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
”(《墨子·辞过》)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使劳动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民财不
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节用》)为此，墨子呼唤“俭节”的社会风尚，提出“节用
”的学说。墨子所谓的“节用”，指的是节制财用，不铺张浪费。他从功利目的出发，主张在饮食、
衣裘、兵甲、舟车、宫室、丧葬等方面，都应坚持“去无用之费”，只要达到功利目的就行，不应额
外增加人民的负担。在墨子看来，一切衣食住行若能本着“节用”的原则，就能达到“用财不费，民
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的社会效果。墨子“节用”学说，对改变当时不良的社
会风气、培养人们节俭的美德，是有积极意义的。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春秋时期，晋国之卿赵简子，乘坐的是
破车瘦马，穿的是老公羊皮裘，他的家臣劝他更换一下，简子说：“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美
则益恭，细人服美则益倨；今我以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也。”(刘向《说苑·反质》)强调了节俭对个
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意义。卞太后是魏武帝曹操的夫人、魏文帝曹丕的母亲，她先后辅佐丈夫和儿子治
理国家，处理政务，还把后官管理得井然有序，全国上下都称她有“国母”的风范。卞太后生性喜爱
节约俭朴，不崇尚华丽，经常穿着素布衣裙，上面没有绣花滚边，更没有闪光的珍珠宝物点缀。她宫
中的摆设用具更为简洁朴实，都只是用黑漆涂上了事，根本不讲究色彩的光异。有一次，曹操得了些
用稀奇的珠石金玉雕刻而成的工艺品，爱不释手，准备送件珍品给卞太后。面对流光溢彩，舒丽非常
的艺术品，卞太后显得很平静，她微微一笑，选了件色泽、手艺都为中等的宝物。曹操很奇怪，便问
道：“你的眼光历来不错，今天为什么选一件并不算最好的宝物呢?”卞太后回答道：“从挑选东西就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秉性，挑取最好的，显出这个人贪婪的本性，选取最下等的便有些虚伪造作，所以
我就拿了这个中等的，况且我也确实喜欢它古朴中透着典雅的风格。”曹操听后连连赞许。由于太后
身体力行，清操厉俭，她娘家人也并不因为太后位高势显而奢侈挥霍，侍奉她左右的奴婢、臣下也懂
得以俭为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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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以德治国”这一重要的
治国方略。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这一治国方略，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2001年9月20日，党中央
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明确提出：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
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如此突出地强调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
念相结合，这不仅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不断深化和拓展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显著标志，同时，也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
重要课题，即为了实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和公民道德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传统美德教育。　　
遵照中央领导关于“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
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美德应进人大、中、
小学的课堂”、组织力量“编写出适合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使用的教科书”的重要指示，邵阳学院(原邵
阳师专)于1996年在全校开设了特设课程《中国传统美德》，并编写了讲义。讲义已多次在学校使用，
深受学生欢迎。根据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精神，从道德建设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
在我们编写的原有讲义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著了这本《中国传统美德》，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各级
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并适应公民道德建设的需求。　　本书遵循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原理，对“道德”、　“传统
道德”、“传统美德”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深入浅出　　的论述，注意吸收学界有
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优化本书的内容，使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但理论必须指
导实践，研究中国传统美德，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发掘和揭示传统美德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现实价值，作为
本书的归宿点，着力探索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融合点，使传统与现代接轨，让传统美德更好地
为现实服务。　　本书是按主编负责，分工编写的原则写成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各章的作者依
次是：　　第一章　总　　论：程凯华　　第二章　修身美德：邹琦新　　第三章　齐家美德：马万
辉　　第四章　处世美德：邹豪生　　第五章　治国美德：傅治同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
内专家的相关著述，吸取了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已在本书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一一列出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邵阳学院领导的热情鼓励，得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和责编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谨向有关各方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有限，资料缺乏，本
书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2年8月18日于邵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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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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