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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文化中的“性本善”在当代道德的体现 
 

周新喻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性本善”这个思想探究，注重该观念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的联系，浅析该

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体现及影响。文章主要通过人与自我、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四个大的方面进

行分析，得出该观念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对当今的我们有着很

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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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之前，我认为我们应先搞了解下古往今来历代先贤对“人性”的讨论，大致可以

分为两大流派：性善论和性恶论。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性本善”这个思想的蕴含内容，圣人

孔子曾提出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之后又一圣人孟子提出以“心之四端”

为核心的“性善论”主张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犹四体也。”此外在《三字经》提出人

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在这些人的眼中，他们认为人们生下来就是那般善良，那般纯洁。即

使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有的人们会向恶发展，但我们也可以用教化的方式帮助他重新回归正

确的道路。 

一、传统社会中的“人性观”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观”一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建设乃至社

会秩序。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来《觉醒年代》中辜鸿铭学者在论述中国人的精神中，他提

出中国人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品质：温良。温良并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是同情和人类智

慧的力量。中国人懂得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真正体谅别人，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中

国人会有这样的优良品质正是因为数千年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在滋养着中国人民，文化是

最深层次的东西，它如春雨般悄然但又深刻影响着人们。当代社会强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是

以相信人们有着向善的天性作为基础，通过推行并提倡人们遵守共同的社会约束从而避免各

种不利于人们正常生活的事情发生。社会道德秩序就是通过以德教化、以德服人的方式进而

达到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不同于所谓的强权政治，德治更加注重对民众内心的教化，通过

内心的教化使得民众自觉团结在周围，由内而外的愿意推己及人，从而使得社会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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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传统文化主张“性本善”，并提倡人们不断加强对自我约束，在古代社会有

利于维护统治，从而维系社会的秩序。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孔子的政治

主张是为政以德，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他极力宣扬“礼制”

并认为应该用道德感化教育人，其中有些虽是落后的观念，但还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古代

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治就意味着是少数人或个人掌握大权。从而造成其余人都需臣

服于上级，层层递进到最高统治者。这种联系是单向的，等级森严的。 

这种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统治者对其他人的控制并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也担心别的

利益集团会推翻他的统治，在这时就需要有另外一个强有力且较为温和的工具来帮助笼络人

心巩固政权。儒家的“德治”就很好的满足时代需求，儒家主张通过用道德和礼教的教化来

改变人民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只改变表面的作用是很小的，但要是将人从内心的思想改变了，

他的行为会自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儒家文化通过宣传在百姓心中树立下忠君，违背君主就是

大罪。并通过这种思想的在日后的教育者不断强化，用思想来不断约束人们自身行为。例如：

儒家“三纲五常学说”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就明确指出核

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确立和维护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由此强调等级之分的

不可逾越。通过在每个人心中树立标杆，让他们觉得等级秩序就是对的，就是每个人应该遵

循的。是人伦关系的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最终达到维系社会秩序的目的。在古代封

建制度下的“德治”其目的还是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而对于当今社会，我们主张人们加强

自身内省，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与内心进行对话，这种心灵的沟通可以很有效的提高个体的

道德水平，在不断的强化自我约束后进而再去思考与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 

以性本善为基础，古人还提出了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强调封建统治君主的道德。如荀

子提出：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人民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认为得民

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能否得到民众支持和拥护成为统治者是否长久统治的重要标

准。对于身在其位而不谋其事的君主，孟子主张应当将他们换掉，孟子认为理想的君主不仅

要爱民如子还要勤于政务，这恰好一定体现了现代行政中的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同时也证明了古代与现代的行政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性本善”观点自提出时，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没有发挥出它该有的作用和价

值。立足于当今社会，我国加大举措完善各项法律法规旨在构建法治社会的同时，也大力推

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上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征，是建设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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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国家建设中，若一味强调法治就会造成制

度的僵化，一味强调德治就会让人们缺乏敬畏之心。良好的法治呼唤德治，良好的道德对法

治具有支撑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合力才会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本善”观念以及鼓励人们不断加强自身约束对于构建

良好的社会秩序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可以发现，这些规范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层设

计，也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道德习惯的形成，除教育养

成之外，还需要法制的规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精华，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推动形成符合时代精

神的新伦理新道德，才能使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制意识共进同行，共同为维护社会秩

序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性本善”观念所说的那样，人们在客观世界中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诱惑，

更何况如今多元复杂的社会，虽然人们具有向善的天性，但也会有不少人由于后天的环境走

向恶。对待他们，更要求我们以教育感化为主要手段，更为严重者辅之以法治。因而对于当

今社会，我们不能把古代的德治思想全部当作文化糟粕，而是充分汲取其优良传统营养，取

其精华为我所用。用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思想层面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 

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共同治国的历史经验，二者虽在侧重点和价值取

向以及处理方式等方面不同，但都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富强为目标，综上所述德法共治既是我

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验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走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

路，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反映了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特色的道德观、法律观，也彰显了

独树一帜的法文化的先进性和特殊性。 

从孔子所谓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孟子所说的“仁者荣，不仁

则辱”。都要求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能只考虑自己，还应考虑别人的利益，也就是自

己与他人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对自我价值的强烈追求，我国传统更加注重人际关系之间的和

谐，就在追求自我的同时也照顾到他人。 

二、道德中的人与自我 

“性本善”的主张和后天的道德约束让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追求向善向美，我们

最终追求的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美好世界。这个目标的实现既需要法律强有力的约束，

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借鉴和汲取传统修身之道，内化为公民自我的道德自律意识，有助于调

整道德领域中的冲突和矛盾，达成价值共识。例如我们熟知的坐公交车要给老人让座，你可

以选择让座，也可以选择不让座。法律上不会因为你不让座而惩罚你也不会因你让座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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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但在我国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般都是会优先让给有需要的人，这是就我国一直流传下来

的传统美德，也就是道德对人们的约束。我们会担心老人站着会不会太累？甚至有的人若没

有给老人让座还会感到内心不安，之所以会有这类情绪波动，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文化

滋润使得我们会为他人着想。 

人们因为相信天性是善良的，并且在后天我们也营造一种人们加强自身约束的社会氛围，

这种做法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更有利于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积极

健康的美好德行，仁爱思想既是处理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道

德智慧。要做到仁者爱人，就必须修身克己加强自身约束，“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剖析自己，逐步达成臻于至善的人格境界。

“修身为本”这一基本伦理规范被拓展至社会政治领域，形成“礼仁一体”的政治伦理规范。

由仁爱思想衍生的正直宽容、团结友善、修身克己等美德，与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高度契合，善待他人，谦恭庄重、宽厚和气、互助友爱，常怀慈善之心；善待自然，

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才能培育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新型人际关系和同情弱者、扶危济困的社会心态。 

三、道德中的人与社会 

加强自身约束，着眼和谐有序，着力培育家庭伦理道德。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宗法制度

下，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宗族社会的基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模式。

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人们，我们追求的“家和万事兴”、“治国先齐家”等

将家庭道德视为社会道德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复强调，修齐治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

路径。在其逻辑关系中，修身重在协调自己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目的在于涵养德性，

争做仁人君子，进而教化道德、治理社会。《尚书》关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的“五教”；孟子关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

都从不同层面为人们加强自身约束规定了基本准则。尽管其中尚存封建性糟粕，但从总体上

来看，有益于引导人们建立起与家庭成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关爱支

持、宽容互信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如对师长 “孝”，就是要尊敬、善待长辈，“悌”是

关心、爱护晚辈。而将“孝悌之心”广布他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人伦精神和博大情怀。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稳定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家庭伦理

道德是人们在调节家庭关系和行为应遵循的道德准则。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

幅提高，许多家庭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家庭暴力、虐待老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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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重婚现象增多等不道德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安定和谐。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

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

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 

在新时代家庭美德建设中，一方面需要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家庭美德，挖掘符合当

今时代的家风家训，倡导上敬老、下爱幼、中友信，建立良好的家风家训，营造温馨和谐的

家庭氛围，积极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家风建设，使我国优秀传统伦理精神在当今得到传承与

弘扬。另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以强

有力的法律规范来更好引导人们向善向美。坚持法律的规范性和道德的引领性相结合，如民

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是我国从国

家层面角度通过立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有益实践。 

思、道德中的人与自然 

《大学》以个人道德修养为起点，由小到大一步步扩展到天下治平，所谓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在探讨完人自身的修养、人与人以及人与家庭的关系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自然社会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直接关系人类自身

的命运。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当今，我们仍需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前

提下，有节制地利用自然，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求。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界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我国古代思想“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国的现代化路程就

是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思想同时又吸收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敬畏自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在书面或者口中的理念，而且直接关乎我们人

类自身的命运。工业文明时代，随着各种各样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人类认为借助科学技术

可以将自然视作征服、控制和掠夺的对象，只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不顾及环境生态的进行资源

挖掘，甚至进一步加速了一些物种的灭亡，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由此也导致了大自

然对人类的报复。近些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多地气温反常，日本排污进海，人们丧失了对自

然该有的那份敬畏之心，过多开发和索取，破坏了平衡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人对自然的伤

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

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地球仍将是人类唯一的、真正

意义上的家园。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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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独善其身。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和方式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但在两者结合方式、组织实施方面，

传统治理经验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法治的实现以良法为前提，

而良法必须符合基本道德要求。法律的制定、实施、解释和发展不能与道德相分离。道德也

需要通过规范化的表达、组织化的实施，才能与法治更好衔接，转化为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 

结语：“性本善”的观念明确了人们需要后天教育和感化的重要性，而提倡人们加强自

身修养进而约束个体行为则提供教化的方式和途径。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无疑是维护社会秩

序的利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

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新征

程，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进一步研究整理、深刻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这是对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意义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重视。也是对当今时代的人们提出更高的自我约束。值得说明的是自我约束并不意

味着让我们畏手畏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羁绊。相反自我约束要成

为我们追求之路上的垫脚石，约束规范我们每个个体的行为，进而维系好社会秩序。因而中

国传统文化主张“性本善”并提倡加强自身约束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我们汲取

思想养分，并结合我们自身所处在的时代大背景下推陈出新，让古人思想再次绽放新的活力，

让每个个体在不断加强自身约束的同时，将思想转变到实际行动中，维护好社会公德，进而

维系好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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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ought of "nature is inherently goo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concept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morality, 

and analyzes the embodiment and influence of this concept in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ur major aspects of man and self, man and family, 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natur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is concept still deeply affects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the treasure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u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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