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时期道德建设之本 
 

王小锡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摘  要：“八荣八耻”思想深刻总结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重新诠释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新时期道德观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以青少

年的荣辱观建设为突破口，确立了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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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刻总结了人类文明的

进步成果，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观的本质要求，准确指明了现阶段道德建设的根

本途径，是我国当前道德理论建设和道德实践的指导方针。 

一、“八荣八耻”思想深刻总结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在新时期的

重大发展 

具备一定的道德感、荣辱感，是人进化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孟子

所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孟子·告子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为道德观念和荣辱

观念的发展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人的道德水平也就越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高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也体现在理性

意义上的思想道德及其荣辱观水平上。 

什么是理性意义上的道德？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尚未形成之际，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将自己选择职业的标准确定为“人类的幸福和

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一标准将个人完美与集体幸福统一起来，初步揭示了人的理性之道德

的本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时期，马克思又指出未来社会的基础是“个性全面而自

由的发展”，未来社会是平等和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道德的理想目标。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人

准则，要求人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式确立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宗旨和理想人格。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年代，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将这一道德宗旨具体化为日常生活的道德标

准，邓小平同志号召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江泽

民同志多次强调“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要求。至此，

共产主义的道德理论及其规范体系已经初步成形。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思想，既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以及“四有”“五爱”思想的全面继承，更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及其规范体系在新

时期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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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道德规范的表现形式来看，以荣耻对立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更为

清晰有力、旗帜鲜明，也更具指导性。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抱有“中庸”心理，即认定自己做

不了最好的，也不愿做最差的，只要做中间的就行了。“四有”“五爱”规范以正面形式倡导

人们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种正面形式所指向的目标往往被人理解为“最好的”，它对只

想做“中间的”那一部分人就失去了感召力。“八荣八耻”思想既正面倡导“最好的”，又反

面批判“最差的”，既能促进社会优秀人士去尽善尽美，又能推动普通群众去提高底线，从

而能形成更普遍、更强烈的震撼力。 

第二，从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上看，“八荣八耻”思想提出的具体要求更为全面、深

刻，也更具时代性。社会主义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弘扬的道德规范，有一部分只

适合于少数先进人物，对另一些人来说显得高不可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所宣传的

道德规范，虽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道德的大众性，但对日益壮大的“市场”所提出的特殊道

德要求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八荣八耻”思想既科学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的道

德传统，赋予它们在新时代下的全新意义，又针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全面表达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新道德要求。 

第三，从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上看，“八荣八耻”思想更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心

理，更具有可操作性。人都有荣辱之心，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在于荣辱心的强弱以及荣辱标

准的差异。广大人民群众既有的荣辱心为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现实的心理基

础。正确的荣辱观一旦确立，人民群众知道了什么是“荣”，什么是“耻”，就能在一定荣辱

感的推动下时时进行反思，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是“荣”还是“耻”，并能在不断的反思中

强化自己的荣辱感和荣辱观。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重新诠释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新时期道德观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道德观要求人们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

德体系则将这一原则和宗旨系统化、理论化，并贯彻到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八荣八耻”

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重新诠释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新时期道德观的集

中体现。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时期理想人格的全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应当具有什

么样的人格，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需要适合于新时代的全新理解。“八荣八耻”思想要

求人们培养“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艰苦奋斗”的良好品德，正是对新时期理想人格的全新理解。这种全新的理解，既要求人们

抵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的非道德人格，不做思

想上行为上见钱眼开的小人，也要求人们放弃谈义不谈利、讲集体不讲个人的不切实际的所

谓“道德人格”，不做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而是要求人们真正将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结

合起来，做一个义利结合的时代新人。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的具体诠释。集体主义价值导向要求个人利益服

从集体利益，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这一价值导向必须具体化，也就是说，什么是

正当的集体利益，什么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如何将正当的集体利益与正当的个人利益相结合，

必须有一个明确规定。“八荣八耻”思想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与祖国利益和人民利益相一

致的集体利益就是正当的集体利益，与祖国利益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的集体利益就是不正当的

集体利益。一些地方、部门、企业、公司等小集体所谓的“集体利益”，实际上只是特殊小

团体的、与祖国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利益，这就属于不正当的、应当抛弃的小集体利益。以

科学、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和艰苦奋斗为基础的私人利益就是正当的个人

利益，以愚昧、懒惰、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和骄奢淫逸为基础的私人利益就是不

 2



正当的个人利益。一些以“个性”和“自由”为幌子的、所谓的“个人正当利益”，实际上

只是以牺牲社会、他人和自身长远利益为代价的私人利益，这就属于不正当的、应当摒弃的

个人利益。在寻求利益的过程中，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目的，以科学、劳动、团结互助、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和艰苦奋斗为手段，就是正当集体利益与正当个人利益的科学结合。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道德规范的高度概括。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

人，人生活于社会，就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遵循其相应的道德要求，“八荣八耻”思

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道德规范的高度概括。爱祖国和爱人民涵

盖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要求；爱科学和爱劳动

指明科学和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道德要求；团结互

助、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时的基本准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遵纪守法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保障，体现社会主义法律生活中的道德要求；艰苦奋斗确定

了日常消费和再发展的基调，体现了社会主义消费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道德要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现阶段道德评价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从道德方面

评价一个人和一种行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

为呢？新荣辱观对此作出了明确界说，提供了现阶段道德评价的根本依据。一个人，具有了

正确的荣辱感，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

守法、艰苦奋斗为荣，以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

违法乱纪为耻，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反之，就是一个不道德的、庸俗的人。一

种行为，真正体现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真正贯穿了科学、勤劳、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

纪守法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一种合乎道德的、值得提倡的行为，反之，就是一种不合乎

道德的、应该唾弃的行为。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以青少年的荣辱观建设为突破口，确立了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指导

方针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八荣八耻”思想同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树立正确

的荣辱观，这一思想准确把握了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确立了新时期道德建

设的指导方针。 

第一，社会主义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

增长，以及国外腐朽思想的不断入侵，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念在贪欲的持续冲击下开始松懈、

变形，各种不道德和非道德的思想开始滋生，政治生活中的以权谋私、经济生活中的坑蒙拐

骗、公共生活中的见死不救、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黑等现象开始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

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一讲话

明确强调了三代领导人的思想共识，在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 

第二，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上的种种不道德

现象，从本质上可以归为一点：一部分人的荣辱感开始退化、弱化，甚至错化。一些意志薄

弱的人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荣辱观，用非道德的眼光看待一切。在他们头脑中，没有什么是

“荣”，也没有什么是“耻”，一切都与道德荣辱无关，只要自己快乐就行，只要自己富有就

行，不管也不顾别人用什么眼光看待自己。更有甚者，一些人的荣辱观开始扭曲，正确的荣

辱观被抛弃，错误的荣辱观开始生长，以荣为耻，以耻为荣，一些无私奉献、助人为乐、拾

金不昧的人往往遭人耻笑，一些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贪图享乐的人往往受人追捧，社会上

又开始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不正常现象。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

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思想的实质是要求以荣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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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一个社会的是非观、善恶观和美丑观，要求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作为当前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突破口。 

第三，当前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重点是青少年的荣辱观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他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明天。如果他们不具备正确的荣辱观，以辱

为荣，以非为是，以丑为美，将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健康发展。然而，我国当前青少

年的思想道德状况并不能令人乐观，一些青少年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是非善恶观念扭曲，

法制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青少年甚至走上了犯法犯罪的道路，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

青少年犯罪逼近了全部刑事案件立案的半数。为此，在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青少

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刻不容缓，必须趁青少年还处于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可塑时期，

用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导他们，使他们具备正确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然而，要

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入各级各类学校，必

须在全社会形成正确、清晰、有力的舆论导向，必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以及公众人物的模

范带头作用。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Ideology of Honor and Disgrace is the 
Basis of Morality Construction in New Period 

Wang Xiaoxi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NU) 

 

Abstract: The thoughts of “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graces” conclude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being’s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m moral theory in the new period. 

The socialist ideology of honor and disgrace annotates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orality, 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ew moral ideology in the new period. The socialist ideology of honor and disgrace cuts 

i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the adolescent and becomes the guide of moral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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