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o 伦理与道德都属于行为规则范畴。 

o 伦：本义为“辈”，引申为“人际关系”。
o 理：本义为“治玉”，引申为“规律和规则
”。[包括两方面：事实如何的必然规律，
应该如何的当然规则]

o 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和规则
”。[与理实为一物]

o 德：本义为“得”，引申为“品德”。



o 伦理：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
何的规范。

o 道德：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

o 伦理是整体，道德是部分。如：“君臣”与
“君臣之义”都是伦理，但君臣却不是道德，
只有君臣之义才是道德。因此，所有的道德
规范都属于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却不一定
是道德规范。



o 1.伦理的定义

o 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

o 2.道德的定义

o 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
范。

o 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有三种：

o 利害社会、利害他人、利害自己。

o 道德与法的区别：

o 法是指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且必须如何的权力
规范。



第一节  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o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
的基础；

o 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

o 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
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
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o 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
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

o 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
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
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

o 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
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
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家族本位的特点：



o 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
o 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
向

o “正德”、“利用”、“厚生”。
o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
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o 在文化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道
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 



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o 一般说来，传统道德规范或德目有两种：
o 一是由伦理学家概括出来的，或者由统治阶
级提倡并上升为理论的规范；

o 二是那些虽然未能在理论上体现和表述出来，
上升为德目，但在世俗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
同与奉行的习俗性规范。

o 前者比后者更自觉，后者比前者更丰富，并
且往往比前者更纯朴、更直接地体现着某个
民族的品格。



《尚书·皋陶谟》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

o 宽而栗

o 柔而立

o 愿而恭

o 乱而敬

o 扰而毅

o 直而温

o 简而廉

o 刚而塞

o 强而义



孔子的道德规范体系

o 知、仁，勇为三达德，

o 在此基础上提出礼、孝、悌、忠、恕、恭、
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
慈、刚、毅、直、俭、克己、中庸等一系列
德目。



孟子

o 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或母德，将它扩
展为“五伦十教”，

o 君惠臣忠

o 父慈子孝

o 兄友弟恭

o 夫义妇顺

o 朋友有信



法家

o 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则提出所谓“四维七体”。
o “四维”是礼、义、廉、耻。
o “七体”为：
o 孝悌慈惠，
o 恭敬忠信，
o 中正比宜，
o 整齐樽诎，
o 纤啬省用，
o 敦蠓纯固，
o 和协辑睦。



o “六德”(知、仁、圣、义、中、和)

o “六行”(孝、友、睦、娴、任、恤)

o “四维”(礼、义、廉、耻)

o “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



三纲五常

o “三纲”
o 君为臣纲

o 父为子纲

o 夫为妻纲

o “五常”
o 仁、义、礼、智、信



三从四德

o “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仪礼、
丧服、子夏传》) 

o 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
的“从事”之本质。

o “四德”是指德、容、言、功， (《周礼、天官、九嫔》)。 

o 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

o 然后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
便；

o “言”，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
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

o “功”，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
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五伦

o 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又称
长幼）、朋友”等人际关系。

o 五伦：以“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义”作为规范的准则，且
建立在相互对待的关系上，即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
仁、臣忠。



二、中国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o （一）仁爱孝悌

o “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虽然它曾为统治阶
级所利用，但并不能由此否认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

o “仁”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
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o “仁”德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
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
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

o 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有所谓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
出来的，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



（二）谦和好礼

o 好礼，有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

o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

o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
公十五年》)

o “和德”体现在待人接物中为“和气”，在人际关系中为“和
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为“中和
”。

o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
一章)

o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



o 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谓“礼制”、“
礼教”；

o 作为待人接物的形式，谓“礼节”，“礼仪
”；

o 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
o 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



（三）诚信知报

o “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
于自己的本性。

o 《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o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离娄》)

o “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

o “报”即知恩思报。回报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也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原理与机制。

o “知报”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德质朴性的重要表征。



（四）精忠爱国

o 爱国主义是爱亲、爱家、爱乡之情的直接扩充。因
为在中国社会中，家——家乡——国家是直接贯通
的，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祖国”，不仅
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对其具有强烈的依
恋意识。

o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爱祖国、爱民族历来被看做是“
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忠君联系在一起，
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
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



（五）克己奉公

o 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由于家族的整体利益关乎每一
个家族成员，因此要求把维护家族整体利益作为首
要的价值取向。“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
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
服从并服务于整体。

o 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公义胜私欲
”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
最后标准。

o 朱熹曾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
底即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一三)



（六）修己慎独

o 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自主自律、自我
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
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

o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
卫灵公》)

o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
学》第一章)。

o 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
o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
一章) 



（七）见利思义

o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
核，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美德。

o 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重
要标准。

o 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
气。

o 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

o 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
人欲等同，一方面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另一方面
又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而得
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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