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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公公民民道道德德，，也也要要讲讲善善人人品品德德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陈陈来来：：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是是核核心心价价值值观观源源泉泉
中国文化主流的

治国理政价值理念

怎么把握中国传统文化
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第一
条就是以人为本。全世界的
古代文明，其文化都是以神
为本。但是从西周开始，我国
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
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到了春
秋后期和战国时代，诸子百
家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以人
为本的。

第二就是以德为本。孔
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这对中国
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有
很大影响。

还有一个价值观更重
要，那就是以民为本。在孟
子所表达的政治思想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
是异姓王朝也好，都比不
上人民重要。

第四个叫做以合为本，
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
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不
倾向于分。讲政治上的统一
是合，讲人和自然的统一也
是合。

中国传统价值观

体系特色

怎么来把握中国传统价
值观体系，它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特色、特
点，就是我们的中国国情。

第一个特点，叫做“责任
先于自由”。我们中国人有这
么一个价值观，就是很强调
个人对于他人、对社群，甚至
对自然所负的那一分责任。
宋代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
乐以天下为先，就是我们历
史上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特点，叫做“义务
先于权利”。西方社会近代以
来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但
在我们中国的思想里，特别
是儒家思想里，强调的是义
务。我们今天讲中国人的伦
理，就特别强调义务感。

第三个特点是“群体高
于个人”。我们中国人的群体
意识不是一个小团体主义，
一个地区主义。我们中国人
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
了很小的地方局限性，而有
很大的天下情怀。《论语》里
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
记》说“以天下为一家”。

第四，“和谐高于冲突”。
我们中国文化比起西方文
化，更强调人之间的和谐，这
就是以和为贵。

中华传统美德的

现代传承和转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应
该主要讲公民道德。而亚里士
多德早就讲过，“公民的道德
要求是比较低的，善人的道德
要求品德是比较高的”，做一
个公民和做一个善人是不一
样的。从政治、法律上来讲，对
公民的要求是一般性的。可对
于“善人”的要求就是比较全
面的。从社会、文化角度，特别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我们
不仅要求一个公民的道德，还
要求一个善人的品德。

我们要有更进一步的认
识，就是现在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中华
文化的主流基本价值观作为
基础、源泉、命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的实践，一定要以
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
为条件、为落脚点，一定要突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跟传统
美德的关系。
(本报记者 刘德峰 整理)

本报济南3月9日讯 (记者
刘德峰 )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培育、要践行，怎么
践行？怎么培育？”9日上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
来做客齐鲁大讲坛，就中国
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中华传
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转化，
以及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与数
百位听众进行了交流。山东
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魏建，应邀担任了本场
主持人。

陈来首先向听众讲述了
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他认
为，“以人为本”、“以德为本”、

“以民为本”和“以合为本”，构
成了中国文化主流的治国理
政价值理念。“这也涉及到我
们 政 府 行 为 政 策 导 向 的 根
据。”

“责任先于自由”、“义务
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
与“和谐高于冲突”，被陈来
视作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不同
于西方的特色。由此他在谈
及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转型
发展时强调，几个“先于”和

“高于”仍要坚持，但同时也
要更加关注被“先于”和“高
于”的内容。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两者是什么样的
关系？陈来认为，一方面我们
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
育和实践，另一方面一定要注
重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
践。不管私德公德，最后都要
落实在个人实体上。只有实现
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社会道
德和风俗的改善，才能有一个
扎实的基础。“我们不仅要求
一个公民的道德，还要求一个
善人的品德。”

讲座结束后，陈来教授与
现场400多名听众进行了热烈
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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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讲坛首次请来

基层代表“传经”

本报济南3月9日讯 (记者 刘
帅 ) 讲坛首次请来基层代表“传
经”。济宁泗水、济南舜耕街道办推
广儒学的基层代表蔡同芝、张红上
台，各自介绍用儒学改善村风、社区
风气的故事。

泗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
同芝说，“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的核心，抓住了孝道，也就抓住
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关键。”以孝为核
心的传统文化，对于乡村治理作用
明显。2013年，在北京儒学学者的倡
导下，泗水县同省内外学者在圣水
峪镇北东野村开展乡村儒学课堂试
点，授课主要以孝道文化为核心。

“授课1年后，北东野村村风村貌发
生转变。”

舜耕街道舜和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红说，儒学文化也可让城市里的
人普遍接受。但她强调，城市文化比
较多元，传统文化在城市推广，必须
要有时代特点。“主要通过多举办传
统文化的活动，如国学堂、书画展
等，让居民参与进来，也能受到传统
文化熏陶。”

本报记者 刘德峰

▲陈来娓娓道来。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讲坛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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