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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

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为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

群体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

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

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在

无形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与

弘扬。 

一、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和重

要组成部分，其内含的传统价值体系，能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文化参考和丰厚滋养。 

先秦儒家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孔子以“仁、

义、礼”构建礼治秩序，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西汉

中期以后，新儒家杂糅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兵家等各

个学派，建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价值学说体系。董仲舒将孔

孟的基本价值规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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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仁义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要义，对忠孝、智勇、诚信、

廉耻、勤俭等其他伦理价值规范具有统领作用。中国自殷商灭亡，

大多数历史时期没有全国统一信奉的国教，而仁义既是基本伦理

规范，又发挥着统一思想的功能，是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但中

国传统价值又不限于仁义，其在仁义基础上由内心而行为、由个

人而群体，形成了下列五组基本价值。仁义与这五组基本价值构

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 

（一）孝与忠 

孝是以血缘亲亲之情界定个人和团体内在伦理属性、规范人

际关系的价值准则，是人伦规范的核心。在家庭领域，孝不仅是

指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而且包括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

等内容。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空间，孝不仅是独爱其亲的私爱，还

包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群体“博爱”。

忠在字形上，从中，从心，原指心态中正、立正纠错，作为道德

概念，指为人正直、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后指对他人、对团体

尽心任事不懈于责任，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忠是孝的进一步扩

展，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群体认同与责任，但在古代君

主集权体制下，特别是明王朝以后，忠和孝都被片面化，仅仅强

调臣民对君主的愚忠，而节略了君主遵从仁义的天道。在当代伦

理价值体系中，基于国家对公民的保障，国家作为人民当家作主

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源于政治法律责任，同时



—20— 

也源于伦理情感。忠孝是相互维系的伦理价值规范，两者互相促

进、相辅相成，是我们当代爱国、爱家的伦理基础。没有忠孝，

其他伦理价值都失去了养成的基础。 

（二）智而有勇 

智是整个伦理价值系统的智识支持，其内涵包括了对情感的

理性控制，对行为的成本与功利的权衡、行为方式的技巧把握，

其终极价值在于个人长远的、社会整体的利益最优化。中国古代

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都不同程度地推动智识的发展，在社会

层面注重家庭教化，注重兴办学校，并把家庭教化、学校教育作

为衡量地方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国家层面，设立选举制度，隋朝

以后发展定型为以科举制为主体的考试选拔制度体系。勇在字义

上，从力，从心，是行动力、决心、意志的体现，是实现其他伦

理价值的力量保障。儒家并不崇尚智与勇，而注重事功的法家和

兵家，多智勇并重，其认为唯有智勇结合才能实现正义和美德，

去除社会污秽而实现善治。自明朝以后，专制政府为维护社会稳

定，很大程度上背弃了教化、教育以人为本的宗旨，在科举考试

中以八股取士，专以四书五经为教条，泯灭士人创造性，扼杀知

识上的创新；并且重文轻武，忽略对人民勇武精神和技能的培养。 

（三）诚信奉法 

《管子•枢言》有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许慎《说文

解字》对诚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基本含义都

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这是为人的基本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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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娄上》也曾讲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

也。”诚信是做人必须遵循的，也是社会稳定秩序的伦理基石。

奉法，源自法家的学说，是指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各种法纪，包

括强制力较弱的软性规范和强制力较强的硬性规范。奉法不仅是

外在的服从、畏惧法纪，而且是信奉并能自觉遵守各项法纪。诚

信与奉法两者的结合，要求从内心到行为都能表里如一地履行自

己的责任、遵守公共规范。诚实奉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有

更高的要求——不仅不能利用公权力进行欺诈，而且要做诚信奉

法的表率。 

（四）廉而明耻 

廉耻关乎人格之尊严，与社会风尚、国家秩序关系甚大。顾

炎武曾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

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

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人

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

是谓国耻。”廉耻首先是为人的基本伦理操守，不知廉耻则迷失

于财货，无所不欲，无所不取，无所不为，祸乱他人，也戕害自

身；对于有权位者，不能惕守廉耻之防，则不仅有亏职守，甚而

丧败国格。当代社会之风清气正、国家法纪昌明，需要每个公民

深明廉耻，不能以伸张一己之权益而无所不为；特别是国家公职

人员，更需要廉而明耻，知所戒惕。 

（五）勤俭戒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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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反映

了一个大国的资源和财富相对于庞大人口需求都显得匮乏不足，

因而勤劳开源、节俭节流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生存与发展

的重要伦理规范。中国古代的善治盛世，不仅每个劳动者、每个

家庭都注重勤劳节俭，纵然君王贵族也特别以此相约束。唐贞观

时期的名臣魏征曾劝谏唐太宗：“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

限，遂至灭亡。”勤俭应是每个人的美德，特别是一家之长、一

国之主，更需要起到表率作用。否则，懒惰奢靡之风易兴难抑，

败家亡国即在瞬息之间。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从一个核心范畴——仁义，

扩展出五组基本价值，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

系既简明，以人为本，可以凝聚价值认同；又具有扩展性，对个

人修为、群体组织、国家安定起到支撑作用，形成长治久安的秩

序。如唐朝的魏徴所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以仁义为核心的

价值体系，为礼法规范体系提供了正当性支持，为规范体系的遵

守和有效实施提供了文化自觉。当规范体系退化而变得不合理的

时候，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能够对规范体系起到修复作用，

使之回归合理和正当。  

二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四个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

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一是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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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三是指导解决

社会问题的中庸中和思想。四是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

想。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

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

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它们是一正一反

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

朴素的唯物思想。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

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生与克的作用。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

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

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既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

望。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统一”等

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

“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

在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

系。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

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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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合一”的

突出表现。“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个方面起到了指导作

用： 

1.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 

《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

“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

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

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另外，各朝的行政

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

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2.用于经济 

封建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

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通用“农

历”（阴历），虽然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

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

言：“不违农时，谷不可盛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盛食

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盛用也”。这是从农业“顺应天

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

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

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

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



—25— 

有逻辑的联系。 

3.表现于民俗 

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

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

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等。中华民俗十分重

视传统节日活动，而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

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着重除旧布新之意。

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

思。新年到来，对个人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

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

“天时”相应地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

言极为重要。 

4.用于人体保健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会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

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

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

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

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

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

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

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的。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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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庸中和思想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

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

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

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

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实行中庸之道、必须具有三个

前提： 一是要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

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

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要对彼此有益，实现“双赢”。

“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

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

“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

化中往往受到赞扬。三是要有修养和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四书》的第一本

是《大学》 (《大学》又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则为

“五经”之一）。《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

生下来便是“万物之灵”，有超过其他动物的价值。但这种原生

的“自身价值”毕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把任性快意满足种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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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欲望和虚荣心视为“实现自身价值”，那更是一种误解。做人

必须自觉地致力于提高自身价值。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

“取义”，这是为了实现很高的自身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也的确

有很多人做到了。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且把这种信

念付诸行动，这才是实现了很高的自身价值。提高自身价值要通

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

修身离不开克己。克己并不是叫人一味逆来顺受、忍让退避。要

知道一切进德修业的积极行为都免不了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

例如见义勇为要克服怯懦之心；坚持原则要克服患得患失之心；

做学问、创事业要克服怠惰之心等等。这些就都是“克己”的表

现。老子说：“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 “自胜”

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这当然是“强”

的表现。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任性与纵欲程度正呈现出攀

升之势。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纵欲的对症良药。

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创性思维经验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

传播与弘扬。 

总之，尽管这四个思想最有代表性，但它的核心完全可以用

一个字来代替—和谐。阴阳以平衡求得和谐；五行以生克乘侮求

得和谐；天人以“生气通天”求得和谐；社会以中庸求得和谐；

修身以克己求得和谐。可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

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但最终的目的是求得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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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和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就是“和

谐”。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

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

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

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