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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的世界价值刍议 

 

谢宇欢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精神和思想的支撑，“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观

念，塑造了民族性格，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全球各地都创造了举足轻重的价值。本文就这五个方面探

讨对世界产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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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以前，华夏民族发祥于河洛之畔，重耕织，兴礼乐。朝代更迭，时势跌宕，不朽

的经典与民族气节以及人民智慧结晶都在时代的涌流中存续下来。一代代英才书写着祖辈传

奇，新时代绽放华彩，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之下，历史的长河永不停息，代代更迭。中华文

明的轴线延续至今，民族精神也得以赓续不灭。不断翻涌的历史洪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 

那么什么是共同价值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

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李伟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统文化内蕴》

《奋斗》（2018）第 18 期.] 

历代哲人们的哲学思想和学说是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从古至今的学术思想，道德礼制

等汇集了历代哲人的思想精粹，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承载了中国文化历史的文明底蕴。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明给予高度评价，他称孔子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

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 [程裕祯，第四版《中国文化要略》p6.]只要你身为中

国人，在社会中，你仍然会用儒学思想来规定自己的言行举止。 

儒家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是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治国纲领，是中国人民工作

和生活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大到天下为公，小到孝悌也者，其中心思想便是“仁”。

“仁”是孔子构建儒学的灵魂与根筋，可谓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的美德。 

几千年来，时代先贤对“仁”进行了大量考究。从目前可参考的文献来看，甲骨文中并

没有出现“仁”字[李圃，古文字诂林：第 7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68-269.],

“仁”字出现在战国晚期青铜器中山王鼎（《集成》2840）的铭文中[董莲池，新金文编：第

8 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89.]。在战国楚简中“仁”写成上人下心，“仁”字

是上下结构，通过对文字字体结构的观察解析，证明了“仁”的核心要义就是“爱”，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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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范畴是“人”。[寇占民：《孔孟儒学核心“仁”义探源》，河南社会科学，2022 年 9 月第

30卷第 9期.] “仁”注重身心修养，从自身做起，身随心转。不受他人的影响。正如孔子

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寇占民：《孔孟儒学核心“仁”义探源》，河南社会科学，

2022年 9月第 30卷第 9期.]（《论语》）。“仁”是内心修养，是人的自身内化行为。孔子曰：

“仁者爱人。”其意义是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仁”不仅是立足于个人，也应是立足于全

社会。这个“仁”是“推己及人”。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这是从自身的内心道德出发，从自爱，到爱父母弟兄，到关爱全社会，“仁”者内心满

怀的是苍生，是整个世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从“我”的角度出

发，“我”应当以宽广的胸襟待人处事，以对自身的行为要求为参照来对待他人他事。而从

更大的角度来讲，处理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倘若是对本国与国内家庭有害的事情，也绝不准

允推给其他国家。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要秉持平等的原则，尊重他国，友好平等处理国际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世界公认的伦理金律，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此同时，

也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易 刚：《“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社会主义研究》（2020）第 1 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虽不生于同地，但还

是要遵守道德法度，达到邦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目的。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 

利者也。”其意义无外乎是世界大同,共同发展,达到利益共赢，积力之所举，众智之所

为。“一带一路”，从古至今，不断发展。汉武帝时期，张骞出塞，到现在的“一带一路”，

中国旨在借这一历史符号——古丝绸之路，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促成

其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项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推己及人”的道德广度，也

充分展示了大“仁”的道德情怀。从现代视角来看，“仁”不仅是落在个人的肩头，而且还

落在了国家的肩上，从“仁”的道德基准来发展“一带一路”更多的是从国际关系来考虑。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我国设计的顶层国家级战略，“一带一路”不仅可以以国家之力

推动政策战略并对沿线国家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又可以以文化传播之力助推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更可以为国内以及沿线国家提供发展新思路，促成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睦邻友

好，互利共赢。 

文化交流是各国互相了解的途径之一，对政策交流和经济合作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

每个国家对道德的评判标准多有差异，但是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都是相同的。以“仁”

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文化观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积极文化态度。[杨 

萌：《浅谈儒家思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指导意义》《文化艺术》78-79.]中国文化通过

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不断汲取他国先进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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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合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加强人文方面的交流沟通。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

提供 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

[杨 曼：《论句法迁移对口译的影响》《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8）第 1期.]

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

呈，人们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张晨心：《<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汉英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8）第

12期]通过文化交流促进百姓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具体国情地了解，从中激发民心

互通和政府互信。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交流中体现中国的友好合作与可持续发

展。[杨 萌：《浅谈儒家思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指导意义》《文化艺术》78-79.] 

《礼记》中写到：“仁者人也”，这句话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在古时还是在

现实中，对“仁者”理解和诠释都有不同，其理解会带上时代刻印，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但无论何种释义，“仁”都离不开其根本。“仁”是至善至美的道德准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要重视“仁”在道德体系中的作用，它是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我们要不断

将之内化，成为自身道德行为的方向标。这不是少部分人的专利，而是天下大众普遍的追求。”

仁“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东方智慧，提供了东方理论，成为全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

的不灭的精神宝库。 

“义”和“仁”一样，都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义”的繁体字是“義”上下

结构，上羊下我。在古代，“羊”被视为吉祥的象征渊源极早。许慎《说文·羊部》中云：

“羊，祥也。”《示部》“祥”下说：“福也，从示羊声，一曰善。” 在古人心中，“羊”显然

是吉祥的象征。羊被视为仁义吉祥物。” [王保国：《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诠释》中州

学刊 2006 年 3月，第 197页.]羊象征美好与善良，那么“義”就是通过“我”来把善与美

表现出来。《荀子荣辱》中写道：“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论语》中写道：“见

义不为，非勇也。”由古可察，华夏民族是一个看重“义”的国度。 

虽是现代，“义”的价值仍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仍然坚持义利观，坚持

公私兼顾，坚持合作共赢。就当下来说，全球各地疫情蔓延，从 2019 年起，中国最先爆发

疫情，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抗疫，医护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中国研制出了抗击病毒的疫苗

药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当该病毒在全球蔓延时向约旦、古巴、巴基斯坦、叙利

亚、巴西、阿富汗等国捐赠抗疫物资，显示出中国的“义”气！由新华社报道“中国驻约旦

大使馆 31 日向约旦捐赠一批防疫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口罩、检测试剂等。此次捐赠的

防疫物资包括 1万件医用防护服、6万只口罩、1 万副护目镜、1万副手套、200 台额温仪和

2 万份检测试剂盒等。”[2020 年 6月 1 日，《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向约旦捐赠一批防疫物资》

载新华社.]这只是中国向约旦捐赠物资的一篇报道，在报道中，我们能看出，中国的大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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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国的仁义之举，是中国深刻明白：“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命运共同

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这一道理。作为中国，绝不会自私独享战疫成果，

中国一定会做符合全球道德规范的行为，发扬中国“义”的传统道德精神。用“义”来规约

自身行为，邦国友好，互利共赢。 

“礼”也是中国道德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道德标准。《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

神致福也。”可察，“礼”最初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礼”自身就带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规约

之意，后来，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礼制，家族中的纲常伦理。《郑伯克段于鄢》中写道“先王

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左

丘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从中可以看出，城邑城墙的大小都是有严格制度标准的，

都要符合礼制。中国对“礼”的重视，体现的是一种对稳定秩序的追求，“礼”是维护奴隶

主贵族统治的支柱之一，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中国人历来在外人眼里都是谦逊

的君子形象，中国这个民族也历来被看成是“礼仪之邦”。 

中国历来崇尚以礼待人，各国往来，睦邻友好。《左传》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管仲主张：“远者来而近者亲，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从古至今，中国重视与邻国的关系，

和邻国的关系远近都会极大的影响到国家长远利益发展。1 月 25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同中

亚五国 30 年合作的成功密码，在于我们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这四项原则是在合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共同财富，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政治

保障，也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2022年 1月 25日《习近平：相

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是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成功密码》载新华社微博.]

以礼治国，以礼待人。不以大国身份压迫小国，从全球大局出发，坚持原则，求同存异。 

“智”是古代传统道德规范之一。古时“知”“智”通用，但“智”出现的稍晚。如《论

语》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智”者可以明辨是非，可以区分善

恶，可以管窥一豹，而知全貌。即使“智”与道德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统治者，必须有

“智”，拥有了“智”可以对政治有更好的把握筹谋。于古时，李世民治国时的“贞观之治”，

开大唐盛世。于国家内部：他任用贤能，知人善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于国家外部：他

大力平定外患匈奴，尊重边疆民族风俗，从经济文化上稳固边疆，最终取得了天下太平，和

谐发展的理想局面。贞观之治为后来唐玄宗开创的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元年间唐

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也将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推向鼎盛。于当代，有习近平总书记的环

保政策。“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浙江实践》《浙江经济》

（2016）第 21 期.]习总书记看到了对社会的反作用，也看到了我们必须在尊重环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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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动的改造世界，利用世界资源。总书记的科学论断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更

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习近平: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法

音》（2021）第 10期.]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

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新华社.]这是中国对整个地球的倡议，对整个地

球发起的责任呼应。中国率先呼吁，从自身做起，推及整个世界。全球环境改善无法只靠小

小一国之力来改变，而是要靠全球各国共同的力量！这一举措可谓是大智，是考虑到人类发

展的共同价值导向的措施。 

“信”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准则，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信”在古时，更多的

是指信仰及信念，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也是虔诚信仰的体现。后经儒家的倡导，逐步向道

德化方向发展。《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从言。”“诚”和“信”可以通用，“诚”

亦为“信”，“信”亦为“诚”，“信”最早见于金文 ，本义为言语真实，引申泛指诚实不欺。

从古至今，无论行之何处都需要诚信，“人无信而不立”，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都必

须言而有信。“信”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公民道德

建设的及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信”：其一，从小了说，可以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做到自

身规约，养成良好的品格及行为。从自身出发，时刻做到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自觉把诚

信作为人生追求，待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在与世界和其他国家合作交流时，也能够把“信”

内化，体现在交流与政策合约当中，打造中国守诚信的大国形象。其二，从大的方面讲，可

以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有效准则。坚持把诚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的抓手，大力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大力惩戒个人失信，企业失信，政府失信，让全社会

知信、用信、守信。其三，要坚持把“信”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用“信”来规约自

身的经济行为，与出口国经济往来，做到诚信，才不枉中国自古是守信的国度。各国经济诚

信往来，诚信交易，各国的经济贸易才会更加通畅。总之，一定要把“信”融入到社会的方

方面面。在全球，联合国定立标准，订立各国相处的原则。要想订立的规则能够实现，全球

各国必须要秉持诚信及平等的态度并付诸实践。全球遵守“信”，全球便会更加和平安定。 

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是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的，它所包含的人文思想内涵也是十分深

刻，经得起时代考验。它所蕴含的哲理贯通古今，可以解答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的问题。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在塑造民族性格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作用还可推及至全球各地，将东方智慧传播各地，让各地享受东方理论创造的智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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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value of "Benevolence, justice, propriety, wisdom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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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 nation can liv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its spirit and ideology. "Benevolence, justice, 

propriety, wisdom and trust"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ve shap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reated significant value for both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value of these five aspect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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