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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从传统走向现代  

——兼论教育之可能 

 

钱 焕 琦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系，南京，210097） 

 

摘要：传统的诚信伦理主要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准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诚信伦理已不仅是个人道德的评价尺

度，而且是含有经济内容的利益要求和法律要求，从而与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相联系，成为维护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效的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有效的诚信教育在于制度建设以及成年人的榜样。诚信教育主要依

托于家庭与学校，而社会的诚信氛围使诚信教育真正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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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从传统走向现代 

诚，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以后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

其本义指真实不欺，诚实无妄。直到孔子时期，“诚”还未形成为理论概念。孟子时不但已经形

成为理论概念，而且位置十分重要。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

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①
 在这里，诚不但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也是做

人的规律和诀窍。荀子发挥了“诚”的思想，指出它为“政事之本”。他说；“天地为大矣，不

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

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②
 在《礼记·中庸》里，“诚”成为礼的核心

范畴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至诚如神，有了诚笃的品德和态度，就可以贯通多种仁义道德，成己成人，甚至能够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赞天地只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学》把“诚意”作为八条

目之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成为圣贤们体察天意，

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宋代周敦颐进一步认为“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③
 把包括诚实在内的“诚”看作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基础和各种善行的开端。程颐

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也”
④
 其见解入木三分。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地继承了“诚”这个范畴，肯定诚实是社会公德中的一个重要规范。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诚实之主要的道德要求逐渐明晰为：忠诚、正直、老实。忠诚的主旨是对

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当然，这种忠诚不是盲目和狭隘的“愚忠”，而是认同于崇

高的理想，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出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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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坦率。老实，则特指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信，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范畴。“信”的基本要求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真诚无欺，忠实于

自己的诺言和义务。其含义与“诚”、“实”相近。从字形上分析，信字从人从言，原指祭祀时

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隋国大夫季梁说：“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
⑤
 后来，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原有的纯朴的社会被逐渐破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不得不订立誓约。但誓约和诺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慑力量维持。春秋时期，

经儒家的提倡，“信”始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

现，他要求人们“敬事而信”
⑥
。他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和孟

子都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强调“朋友信之”
⑦
，“朋友有信”

⑧
。而历代当权者大

都将“信”作为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左传·文公4年》中说：“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

在家必亡。”《吕氏春秋·贵信》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与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君

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

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

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

“五常”，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并对“信”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竭遇写情，不饰其过，

所以为信也”
⑨
。他认为“信”要求诚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

看作是“仁”的作用和表现，主要是交友之道。他说：“以实之谓信”
⑩
，其说与孔子、孟子基本

相同。在儒家那里，诚与信往往是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的。“信，诚也”，“诚”与“信”的意

思十分接近。 

由此看来，传统伦理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认为诚实是取信于人的良策，是处己立

身，成就事业的基石。总之，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准则。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诚信伦理正发挥着更大的社会价值，它不仅是个人道德的评价尺度，

而且是含有经济内容的利益要求和法律要求，从而与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相联系，成

为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效的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现代社会的存在，不可能仅仅建立

在个体之间的个人诚信关系的基础之上；它需要一种社会诚信作为存在的基础，这就是公民普遍

相信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行能促进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具体来说，公民相信社会的法律、经济和

政治的规则和程序是公正的，会被公正地使用。作为一个推论，他们还有必要相信，无论出于什

么原因使社会制度出现了断裂，也会有迅速纠正任何错误的办法和政治意志。 

鉴于此，诚信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作用，已表现为社会生活契约的普遍化。随着现代市场经

济的到来，契约已不仅仅局限于财产流通领域，经济契约、政治契约、身份契约、社会契约等等

的出现，表明契约已对整个社会秩序和规则起到了构造作用。在现代契约的范围内体现的伦理观

念，诚信仍处于基础性地位，它是契约社会的内在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 

契约化社会的诚信要求是双向的。诚，首先是指个人在面对自己、他人和社会制度时言行与

内心思想的一致，不虚假。同时，也要求他人和社会制度在面对每一个个体时，抱以相同的态度；

信，一方面是指个人以诚为基础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所赢得的他人和社会制度的信赖，同时，也由

于他人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信赖而获得了个体对之的高度信赖。只有建立在双向意义上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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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积极地促进诚信，从而达到社会的真正繁荣和发展。 

诚信的双向作用及其意义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在商业营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

出。一饮食店因厨师患流感，为避免传染顾客，贴出启事停业几天。重新营业后，饮食店更加门

庭若市。一位患肝炎的顾客在该店用餐后主动将碗筷送到伙房，请服务员消毒后再使用，此事传

开，顾客纷至沓来。○11 这一典型事例，充分说明了市场营销和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行为是一个整

体上的“双轮驱动”关系。双轮驱动才能平稳快速地前行，而“缺德”的买卖就如“独轮”单行，

注定是走不远的。这一事例，还证明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伦理上的“同频共振”

的关系，相互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以对方的发展而发展，从而构成了“共同利益区”。 

“双轮驱动”关系必将营造良好的“共同利益区”，这在我国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药

店“同仁堂”有着生动的体现。同仁堂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制药的条幅叫做“修合（制丸药的工具）

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它要求员工在制药时要认真负责，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道德，对得起

上天，在制药质量上达到了诚信的最高境界：慎独。高质量的药品保证了药行300多年盛而不衰，

进而发展为今天颇具规模的同仁堂集团。如今，在同仁堂下属的19个药厂和商店，每一处都挂着

一副对联，上联为“炮制虽繁从不敢省人工”，下联是“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诚信为本，

质量第一的道德信条已成为同仁堂员工的基本职业素养，而这种职业素养又保证了同仁堂的利润

的直线上升，职工收入的逐年提高。 

 

诚信教育之可能 

诚信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一点上，历史的哲学反思与常识性的观察是一致的。 

那么，诚信可教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对社会制度和对人的诚信都是需要经过学习才能形

成的。关键是，如何进行诚信教育。做几场报告，学习一点关于诚信的知识，开展一些以诚信为

主题的活动，可以引起人们对诚信问题的关注，但未必能形成人们的诚信信念与诚信品质。因为

进行诚信教育特别是有效的诚信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如当前诚信教

育的主客体对象是谁？什么样的人或组织具有什么资格去教育谁应该诚信？一个人的虚伪性格是

如何养成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得到的是肯定还是否定？正向的价值引

导为什么常常会产生负向的行为暗示？诚实的教育为何往往结出虚伪的果实？如此可见，个人或

群体的诚信信念和诚信品质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它一方面依托于一个人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能否以诚信取信于他人以及民众，除

了个体的诚信素养之外，能否有制度的约束至关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开展有效的诚信教育至

少应关注制度建设、成年人的榜样作用。而成年人的榜样作用更多表现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

中。 

有效的诚信教育首先应关注社会的制度建设。观察社会中的种种失信现象，如政府官员跑官

卖官，公务员知法犯法，企业做假帐，商人卖假货，教师剽窃科研成果，学生考试作弊等等。说

到底，无非是为“名利”两字。追名逐利是社会人的本性，不足为怪。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个“道”，就是人们获得利益的公正公平，合理合情的途径与方法。这是人们获取利益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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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问题在于，这个“道”是否公正公平，是否合理合情？因此，“诚信”建立于全社会与各

行各业的良好的、科学的制度之上。反思社会各种反诚信的事件之后，大都存有制度缺陷之因素。

为此，改善和健全制度就成为开展诚信教育第一需要关注的方面，这是诚信教育取得成效之根本。

尤其要改革那些“逼良为娼”的恶劣制度。科学与良好的制度是逼迫人们必须坚守诚信的前提。

当弄虚作假丧失了任何制度支撑的时候，当弄虚作假只是需要个体对之承担责任的时候，种种反

诚信行为就失去了心理支持而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诚信教育的有效性在于榜样作用。于普通百姓而言应更多的关注政府

官员的榜样，政府官员的榜样更多体现于制度建设之中。于青少年而言，应更多关注成年人的榜

样，而成年人的榜样作用更多表现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中。 

诚信教育的基础工程在于家庭教育。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指出：“一切社会中最古老的而又

唯一自然的社会是家庭。”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最初场所，是孩子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是孩

子品德形成的根基，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步。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诚实或虚伪的品性最初是向家

庭中的年长者（特别是父母）学习的。两个家庭分苹果的故事证实了这一结论。 

一位来自监狱的犯人在信中写到：小时侯，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大小各

不相同。我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十分喜欢，非常想要。这时，妈妈把苹果放在桌上，

问我和弟弟，你们想要哪一个？我刚准备说想要最大最红的一个，这时，弟弟抢先说出了我想要

说的话。妈妈听了，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我想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非常高兴，

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并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励给我。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

会了说谎，以后，我又学会了打架、偷窃、抢劫，为了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择手段，直

到现在我被送进监狱。 

另一位著名的成功人士则说出了另一个分苹果的故事： 

小时侯，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大小各不相同。我和弟弟们争着要大的，

妈妈把那个最红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这个苹果最红最大最好吃，谁都想得到它。很

好，现在，让我们来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个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

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我们三个人比赛除草，结果，我赢了那个最大的苹果。我非

常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一个最简单也最重要的道理：要想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她

一直是这样教育我们，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家里，你想要什么好东西，要通过比赛来赢得。

这很公平，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 

不同的规则产生了不同的结局。一般情况下，为人父母都不会希望孩子说谎，都希望他们拥

有真诚的品格，少一些虚伪，因为戴着假面的生活是不会幸福的。可是我们有时为了一种"道德上

"的虚荣，往往使儿童学会了撒谎。而且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教会了孩子撒谎。问题在于，一些父

母为什么会在无意（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有意的）中教孩子说谎？答案是很清楚的，要么父母自己

已经养成了说谎的习惯；要么父母已经习惯于使用社会化的价值评判标准去教育孩子，而并未意

识到无意之中已经教会了孩子去说谎；要么父母迫于社会的需要在无奈的状态下教孩子说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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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父母经常为此而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任“教师”，父母言行的点点滴滴都将在孩子的精神世界和品格中得以

延续。“曾参杀猪” ○12 之所以成为流传千古的家庭教育经典，是因为作为父亲的曾参明白一个

简单的道理，他对不想履行杀猪诺言的妻子说：“小孩子是不能轻易哄骗的，他们年幼没有多少

知识，只会处处模仿父母，听从父母的教导。今天你欺骗他，就是教他学着你的样子骗人，一个

做母亲的人欺骗自己的儿子，那做儿子的也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好办法啊！”

因此，不管怎样，坚持诚信，坚持诚信教育，应该是做父母的金律。 

从当前的传媒观察，人们将青少年作为诚信教育的主要对象。而学校、教师又成为诚信教育

的承担主体和教育主体。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进行教育可取得事半功倍

之效，这是成人社会的良好愿望。鉴于学校组织自身的特殊作用，社会也将这一重任托付给学校

和教师。学校和教师能够胜任去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的诚信信念和品质的任务吗？按理来说，自

古以来就被称之为“首善之区”的学校和“学高德尊”的人之模范教师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担当起

诚信教育的任务。然而，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下，圣洁的校园内也出现了大量的以

“假集体主义”面貌出现的，不诚实、不守信的作假行为。如一些学校为了通过各种评审，要求

学生将家中的图书借给学校图书馆充数；让学生将家中的花卉盆景搬到学校装点门面。在所谓的

公开课、示范课中作假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便是某些教师为

了营造公开课、示范课成功气氛的方法之一。个别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甚至向学生传授作弊方法，

纵容学生作弊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作假行为可能使一些团体与个人获得了某些既得利益，但与

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求真、求善之宗旨却是背道而驰的。在实施过程中，对受教育者的侵害可能

比体罚更为深重。翻开那些仇视社会，与人民为敌，沦为罪犯的人生档案，不难发现假、恶、丑

的教育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留下的消极影响。“老师做假”、“学校没有公正”，常

常泯灭了他们对人世间真善美的最后一点希望。“假集体主义”不仅伤害了青少年学生，甚至侵

害了部分教师的灵魂，淡化了教师对职业品质的要求，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有违师德的教育行

为。这种弥漫于纯洁校园中的世俗气息，最终将极大地侵害学校教育中固有的乌托邦精神。试想，

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青年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能有实际效果吗？因此，本着教育工作者的良心，揭

露、批判、反省那些扯着学校荣誉旗帜的假集体主义之反教育行为，应是学校开展诚信教育首先

要做的事。这里不仅需要理论指导，更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有识之士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如江苏省盐城市教育系统就向全市 800

万市民做出了庄严承诺：诚信在盐城教育。他们提出了以培养“诚信师生”为目标，以“诚信教育、

诚信管理、诚信服务”为经，以“诚信行为、诚信制度、诚信文化”为纬，以创建“诚信校园”为

契机，深入开展诚信教育活动。盐城市教育局对校长、教师、学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诚信要求。山

东省青岛市也在全市开展了以“效能一流的教育形象，品牌卓越的学校形象，诚信争先的教师形象，

创新诚信的学生形象”为主题的教育诚信工程活动。○13 盐城市和青岛市的诚信教育活动最值得称

道的是他们的教育理念：教育者应先受教育，教育者的榜样作用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当然，教育

理念要转换为教育行为毕竟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不管怎样，知道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才能真正

获得道德上上的教育资格相比仅仅满足于制度上的、形式上的教育资格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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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诚信教育除了要以榜样取得教育资格以外，还要关注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考察学校道

德教育的现状，笔者发现，学校正向的价值引导常常会产生负向的行为暗示，诚实的教育往往结

出虚伪的果实。如2001年的高考作文题要求考生根据试题中给出的情景（关键时刻，一人被迫需

要放弃一种品质以求得安全：在金钱、美貌、前途、诚信等几种可供选择的品质中，这个人选择

放弃了诚信。）以诚信为主题写一篇文章。面对当下的信用危机，高考作文选择这样一个主题，考

察学生对诚信品格的认识，确实很有现实意义。然而考生们的回答，却显示出这种诚信教育意愿

的尴尬。有几个省公布了几位考生的佳作，没曾想佳作一见报就有举报，原来多是照抄照搬的。○14 

事实上，考生一般是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讲出来的。可以断言，在答题中有意迎合出题者和阅

卷者的心理期待而对"诚实"作出口是心非的表述肯定大有人在。同时也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对"

诚实"作出否定回答的考生在作文中无疑要得低分。这种口是心非的答题方式，本身也许就是一种

不诚实的教育。 

这一作文考题之所以陷入悖论，是因为评阅人只可能根据书面语言的表达给予分数，无法根

据考生的真实情况加以判断，其错误的性质有点像上面的分苹果的故事。一个人并不相信诚实，

但是他如果说了假话，可以得到实惠（高分），不说假话，就得不到实惠。诸如此类的道德教育在

学校教育中比比皆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说谎话。而许多教育工作者并未认识到它

的危害性，正因为意识不到，也就不容易被发现，所以问题就更严重。而孩子的虚伪性格就是这

样一步一步地形成的，这确实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警觉和深入反思。 

相对于社会而言，家庭与学校的诚信教育可能更具有影响力。然而，家庭与学校教育是无法

与社会整体氛围脱离而存在的。一种缺乏诚信氛围的社会生活，将会给家庭与学校的诚信教育带

来巨大的困惑。当青少年面对不守信的成年人，当青少年的诚信信念受到无情的嘲弄，当他们因

为遵纪守规而倍受委屈，我们还要教育青少年必须恪守诚信吗？回答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仍然要

诚实、要守信。仍然应一如既往地坚持诚信教育。这是人类社会绵延不绝的唯一可能，也是教育

“使人成其为人”的本质与真谛。恪守这一信念，为这一信念而奋斗毕生的特里沙修女曾说： 

“孩子，你听我说，如果守规矩，讲良心，有道德会让你吃亏，会使你蒙受损失遭到打击，

那不是你错了，而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但不管怎样，你要守规矩，讲良心，有道德；如果

你做善事，不一定会有善报，或许还有人说你虚情假意，说你别有用心，但不管怎样，你要做善

事；如果你成功，身边不一定会簇拥着鲜花和掌声，或许还会召来假的朋友和伪装的敌人，但不

管怎样，你要成功；诚实和坦率会让你受到伤害、受到攻击，但不管怎样，你要诚实和坦率；破

坏比建设容易得多，也许你多年的努力建设不起你的大厦，一朝的破坏却让你声名远扬，但你仍

要建设；只要你努力，犯错是难免的，有些错失令你刻骨锥心，伤痛难愈，但你仍要努力；将你

最好的东西奉献，你反倒可能被踢掉牙齿，但你仍然要将你最好的东西奉献。我看着你幼小的身

影跌跌撞撞地行走在人生路上，我看着你被人世人心的险恶暗礁绊得头破血流，我的心也会流血

的。但我知道，幸福和心痛，都是母亲这个词汇中的应有词义。” 

为此，她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笔者在各地讲演时曾多次引用特里沙修女的这段话，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也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还是需为每日生计

奔波的贫困者，都无不为之动容。这也正说明了诚信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人人都需要诚信。



 

 7

只要人人都恪守诚信，都遵从诚信的原则为人处事，我们这个社会当然会更加美好。为此，笔者

坚信，坚持诚信、诚信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当然，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需要考虑如

何面对本文中提出的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如若回避这些问题，那么，结果也很简单：以虚伪去

教育诚实，结出的只能是虚伪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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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of honesty and faithfulness ethics is mostly the standard for personal life. With the 

coming of modern society, traditional honesty and faithfulness ethics is not only the dimension for evaluating 

personal morals,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s on benefits and law in terms of economy, so as to closely connect with 

essence of highly-developed modern economic life, and become valid and precious spirit wealth sticking up for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benefits. Effective education of honesty and faithfulness consists in the system developments 

and the model of the adults. The education of honesty and faithfulness mainly relies on family and school, and the 

atmosphere of social honesty and faithfulness makes the education of honesty and faithfulnes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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