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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先秦时期，社会动乱，异说纷呈，但各诸侯国仍有相对稳定的伦理秩序。孔子崇周礼，同时
推陈出新，重视个体主体道德，提倡仁，强调仁爱、忠恕。对社会伦理，重视父子、君臣、夫妇、兄
弟、朋友五伦；对个人品德则提倡智、仁、勇。孟子承孔学倡仁，但为匡正世风更强调义，并明确地
把“五伦”规定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综合孔盂之道，
崇礼法，重仁义，强调“致忠而公”、“公义”和“正义”，并从义理上阐发了中和、孝慈、宽恕、
诚信、恭敬、礼让、自强、节制、刚毅、廉耻、勤俭、智虑等规范。所谓“处仁以义，行义以礼，三
者通然后可道”，是荀子对仁、义、礼、道四者关系的总结，对后世道德传统影响深远。在先秦诸子
诸派中，墨家也重仁义，但志在以“兼相爱”之道“壹同天下之义”，同时提倡忠、信、孝、慈、节
。道家反对繁礼缛节，主张“法自然”，“处无为”，重在道德哲理，但同时也强调仁义为“立人之
道”，阐发孝慈、诚信、智慧、谦虚等规范的哲理。法家崇责权利势，但在强调治世“效公忠”、“
行仁义”方面，也同儒家一致。兵家从政治、征战出发，一向提倡忠、信、仁、义、智、勇诸德。从
道德规范方面来说，先秦诸子百家常常是互补的。“继治世其道同，继乱世其道变”。汉代在秦亡之
后，为巩固封建一统天下，立“三纲五常”，定儒家为一尊，推行忠、孝、仁、义、礼、智、信诸德
，并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步骤，阐发了道德规范体系，进一步使传统道德规范理论
化、系统化，同时更具有应用性和变通性。汉以后，虽然有道德玄学化、宗教化倾向，但随着盛唐的
出现和封建制的加强，儒家道德传统仍然在与治世实践相结合的努力中，逐渐成为社会道德的主流，
所谓“慕我华风，敦先儒礼”，正是治世立政的需要。唐代官方推行的伦理教化，仍然是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长惠幼顺，夫义妇贞，但社会规范的要求已把忠提到孝之上，强调“行孝必先以忠”、“
忠者德之正”。这种忠德虽然是为“以皇家为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同时也表现出儒家从统
一民族国家大局着眼进行道德教化的观点。宋明时期，强化封建专制，以理学为本，从理论上论证了
正、大、中、和、仁、义、诚、敬等规范，在实际生活中推行忠、孝、节、义；对个人行为则强调“
持节”、“尽忠”，以致把“持节”、“尽忠”推到痴节和愚忠的极端。清代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伦
理关系渐趋转型。社会道德规范一方面继续强化封建道统，推行忠孝仁义，宣扬正大仁和，但另一方
面又力图调和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而出现的功利倾向，扼制日渐扩大的越礼逾制风潮，以求通过改
良，革除积弊，使礼教道德规范适应时势。但改良终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道统，即使“中体西用”论
的道学家们对道德要求的具体内容作了一些解释，但并没有超出封建道统范畴。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源
远流长，数量繁多。从规范总体来说，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应时性，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稳定性
。从规范的内容来说，既具有确定性、一义性，同时又具有相对性和多义性。因此，归纳和概括传统
道德规范体系，确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如能抓其脉，撮其要，析理出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并用现
代用语加以表述，还是可能的。我们在这里归纳出十八个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
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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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
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
帮助的。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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