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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

于主导地位，千百年来教化、哺育着中华民族，成为中

国人精神与信仰的文化支撑。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了众多的文化思

想，为什么儒家思想会升华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精神

与信仰基石？与其它文化思想相比，儒家文化思想的

优秀特质何在？在今天重新认识、研究这个问题，对

于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契机，以优秀的传

统文化思想推进现代社会走上健康、和谐发展的道路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

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秦汉以前。这一时期，文化思想

经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发展、繁荣，文化思想流派

众多，主要的有儒、道、墨三家。第二个阶段为汉唐以

后直至明清。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主要有儒、道、释

三家。无论是秦汉以前的儒、道、墨三家思想，还是汉

唐以后的儒、道、释三家思想，儒家思想始终是传统文

化思想的主流，在传统文化思想中处于主体地位。

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

思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对传统文化中儒、道、

释、墨几家主要思想作一些了解。

（一）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

1 .道家思想

在秦汉以前的儒、道、墨三家思想中，老子、庄子

创立的道家思想，以自然天道观之“道”为思想核心和

最高范畴，在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即“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的天人关系的架构

中展开自身的思想体系，以幽深、微妙的思想，高蹈隐

逸之士的襟怀关怀世情，具有独任清虚、超迈脱俗、绝

礼去仁、少私寡欲，追求返朴归真这样一种独特的精

神气质。老庄的眼光落在无尽的宇宙时空，而普通人

的眼光则放在现实人生社会。一种思想太高远，太阔

大，自然难以为社会大众接受，当然也就难以成为社

会的主体文化了。

2 .墨家思想

同道家思想一样，墨家思想也是先秦三大主要思

想之一。墨家思想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创立。该

思想以殷人有神论为基础，主张“法天”而“兼爱”，“尚

贤”、“尚同”。《墨子·兼爱》：“视人之国如其国，视人

之家如其家，视人之身如其身。”［2］主张彻底的利人主

义。墨家者流都以“任”（舍已为人）的精神来要求自

己，称为“任士”。墨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任士”与现

实人性有较大的矛盾和冲突。完全不计个人利益，因

而唯在利他的“全人格”难于落实到一般社会大众中

去。因此与儒家思想同为“显学”的墨家思想在后来

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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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教思想

佛教源于印度，为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其教义

的根本理论基础便是“缘起性空”的“缘起论”。佛教

的基本教理为“四圣谛”、“因果轮回”等。佛教认为人

生苦是根本的，并且受其善恶业力牵引，于六道中轮

回无尽，因此，须依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恒修戒、定、

慧，摒除世俗欲念，一心向善，才能灭除痛苦，断惑证

真，达到转染为净而证得无上菩提。佛教思想中除了

因果报应及劝人向善的思想能为社会大众接受之外，

其它思想均因玄奥、幽远而难为社会普遍接受。其涅

般
木寂静的出世旨归更是仅能为极少数人所通达。所

以说佛教思想也只能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家

思想而已，而不可能取代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

4 .儒家思想

无论是秦汉以前，还是汉唐以后直至明清，孔子

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思想均处于主导地位，儒家文化庶

几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而孔子成了可与释迦、基

督比肩并立的“教主”。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的

高度，剥去历史的重重迷雾，重新审视儒家文化思想

及其创始人孔子。

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其道德修养、人格

完善已经达到圣人境界。近现代学者辜鸿铭先生指

出：“中国人已经公认孔子为一个有着最完美人格的

典型。⋯⋯”［3］我们纵观孔子的一生，这位殷商贵族

的后裔，可谓一生并不得志。他四处求仕，结果是“累

累如丧家之犬”，八方布道，却“道之不行”。尽管如

此，他却一刻也没有放弃文化教育事业。台湾著名学

者南怀瑾先生说：“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

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

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之所谓‘德性’。因此

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4］

孔子对人生价值的探求不仅是知识层面上的求

知，而是身体力行地进行道德实践，终其一身，从不间

断。这种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使孔子的学说不仅仅

只是停留在理论学术的层面，而是密切地与人的社会

生活实践联系起来，成为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的

实践指导。林语堂先生说：“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

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

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

文主义者。”［5］

在对孔子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自然就能上一个层面。

儒家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对上古

文化 思 想，“按 照 文 明 的 蓝 图 做 了 新 的 综 合 与 阐

发”［3］。其根本哲学思想为以“中庸”为内核的中道思

想，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崇尚“礼乐”的社会教化作用，

提出以“仁”为精神内涵的最高道德修养境界及以

“义”为行为准则的基本道德规范。

儒家思想立足于现实社会人生，提出了人生的崇

高理想追求、修养的内涵及方法和途径。

儒家道德修养是使人首先达到君子人格。所谓

君子人格即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有强烈的家庭、社

会责任感，并辅之以优良的文学艺术陶养。然后再进

一步修养至“仁”的境界，达到道德人格臻于至善至美

的圣人人格。儒家思想提出的崇高人生理想是“内圣

外王”。人自身向内完善自我的道德人格修养达到至

善至美称为“内圣”，这是对自已的要求。向外则是以

完善的道德人格修养化导社会、净化人心，让民众与

社会都遵循圣人之道，称为“外王”，这是个人对社会

的责任。“内圣”在前，“外王”在后，只有先完成了“内

圣”，然后才谈得上“外王”。儒家思想中道德人格修

养的具体内容：包括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忠、恕；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温厚、善良、恭慎、节俭、忍让等

⋯⋯ 是人生道德修养的具体方面。

如何才能够完成君子人格和更高一级的圣人人

格修养的目标呢？《礼记·大学》中指出：“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6］知止，就是明确其学习用力的方向和目标。

定，是坚定不移，指由对目标的信念而产生的求学之

意志。静，谓心不妄动，亦即心境的稳定安静，不会受

外界的干扰而浮躁动摇。安，谓所处而安，亦即不论

处于何种境遇，也不会为之苦恼。虑，谓处事精祥，指

能用心思索，考虑周密。得，谓得其所止，也就是能够

达到初定的目标：“止于至善。”除了上述心理方面的

要求之外，还有其内容上的步骤。这就是《礼记·大

学》中谈到的要先以格物致知为第一步，然后按照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步骤一步步进行下去最后达到

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在这个完整的道德人格的修养

过程之中，修身乃是其中的根本，无论是天子还是庶

民，都要以修身为其学习的中心任务。

（二）儒家思想成为主体思想的内在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家主要文化思想，墨家思想

因其“任士”理想人格与现实社会人生思想的矛盾冲

突及其学说本身的缺陷而逐渐衰微。而道家、释家思

想虽然渗入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建筑、民俗

等各个方面，但终因其思想的渺远、幽邃及出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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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追求而与世俗社会形成了巨大落差，而难为社会普

遍接受。因此，道、释两家思想仅能为极少部分人，如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

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还必须探究人生的究

竟⋯⋯ ”的人所接受、探寻。

而儒家思想不同于道、释、墨三家思想，正如林语

堂先生所说：“中国人生理想之现实主义与其着重现

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学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宗教）

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5］孔子的

思想不是建立在对彼岸世界或来世的憧憬上，也不是

建立在抽象的理论上，而是建立在此世界的世俗、人

情中，落实在可知可感的心灵上。儒家思想立足于现

实社会人生，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环

境中，从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实践入手，再进一步实现

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通过积极入世的途径

进一步完成道德人格的成长。儒家思想所关注的正

是人如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样一个核心问

题。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

想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并上升为一种文化精

神。一种思想一旦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作为一种道

德规范、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取向深入到一个民

族的肌肤、血液之后，就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的历史

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思想学术流派而已，儒家思想已经

超越时代、历史，升华为引领整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成

为整个民族精神信仰的文化底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

主体地位和巨大作用是其它任何思想都无法取代的。

二、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道、释三家

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作了形象的说明：“佛学象

百货店 ，⋯⋯ 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象药店，一个

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

是天天要吃的。”［4］儒家思想作为粮食店，其重要性是

可想而知之的，不仅过去的人需要粮食，当今的人也

同样需要粮食。如何对待金钱，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如何对待自己的责任是现代人急需解决的几

个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儒家这个“粮食店”提出的

道德行为的准则，在现实社会中同样具有积极的指导

意义。

（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现代社会是经济的社会、商业的社会，无处不充

斥着金钱的印迹。人们普遍地认为拥有了大量的金

钱就是拥有了幸福人生。一些有权的人便以贪污、受

贿的方式“发家致富”，而另一些没有权力、地位的人

便以抢劫、诈骗的行径获取金钱。贪污受贿、抢劫诈

骗，不仅违背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同时也违反了法

律规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法律的惩治，是必不可

少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们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如何对待金钱，如何获取金钱，在这个方

面，儒家思想作了很好的阐述。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7］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

功名，有前途，做事得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通

过正当途径得来则不要。同样，贫与贱，也是人人讨

厌的，即使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

可是要以正当的途径，慢慢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歪

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存在。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所强

调的是道德教化作用，即通过培养正确的金钱观，让

人按照道德规范不断自律自己。而个人的自律又能

够促进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达到社会的健康与和

谐。

（二）诚信，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

关于“诚”，儒家经典《中庸》是这样论述的：“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诚”是天

道精神的一种体现，是天道所要求的，而“求诚”和“诚

之”则是人之道的根本所在。

谈到“信”，孔子在《论语》中也作了阐述。“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认为：人如果没有信誉，就不

配称之为人，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呢？

“信”和“诚”常常联系在一起称之为“诚信”。意

思是指待人要诚恳，对人要讲信誉。儒家思想认为

“诚信”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称为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

中，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人

际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关系往往受到经济

利益的影响而发生偏差。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假冒

伪劣等现象使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

同样，这种危机也出现在因血缘、工作而形成的亲子、

同事等人际关系之中。为了坐上一把手交椅，副职雇

凶杀害正职；为夺遗产，兄弟同室操戈。这些现象尽

管属于特例，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某些失常。要矫正、匡扶和重塑和谐的人际关

系，法律的警示和惩罚固然重要，而“诚信为本”的道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年（第 5 卷） 第 1 期 社科经纬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03，vol.5，No.1



德教化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之一，孔

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一个人的诚

实、信用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要求人们在交往中，要

以诚相待，讲信用，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万万不能为

了己利而损害他人、群体和国家的利益。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诚信联盟”、“质量承诺”等现

象，反映出社会对以诚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呼唤，

如果这种呼唤能够唤起全社会对诚信的重视，象孔子

所倡导的那样把诚信视为人的生命，并把它变成每个

人的自觉行为落到实处，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就会在

全社会形成。这种关系的形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全

社会都是十分有益的。

（三）忠于职责是作人的起码要求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由于推迟

诺贝尔奖的申请，而与另一位物理学家共享此项殊

荣。一位主持人在访问丁肇中先生时，反复问一个问

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早一点提出申请你就可以

一个人单独获得这个奖。而丁肇中先生只是回答一

句话：万一我的结论有问题怎么办？丁先生认为，科

学研究需要严谨、需要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重大研

究结论有问题，就会误导他人，对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基于这种考虑，丁先生宁肯放弃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些

名和利。而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人并不象丁先生这样

对待工作和事业。业绩是靠报表“吹”出来的，学识是

靠文凭“抬”起来的。假文凭、假报表现象为何“打”而

不绝，其关键就是一些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对社会

缺乏责任感。关于这一问题，儒家思想中“忠”的道德

思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在每日自我反省功课中便

有一条：“为人谋而不忠乎？”具体地说就是对自己的

职责，包括本职工作和社会责任，要做到“忠”。宋代

大儒朱熹解释“忠”为“尽己之谓忠”，意思是说对待自

己的工作就应该象做自己的事一样，尽心竭力地把它

做好，这样就是忠于自己的职责了。儒家思想中，

“忠”是作人的根本道德修养之一。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懂得在这个方面修养自己，认真负责地做好各自的

工作，整个社会就能健康发展。

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重新倡导儒家思想，

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和现实价值都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

值的体现，均源自于儒家思想的内在本质特性，即真

理性、实践性和广泛性三者的和谐统一。正是基于儒

家思想具有这种特性，它已经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

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内核。换句

话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

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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