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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价值是人们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意义的标准。社会道德价值是

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价值，源于一定的文化或民族范畴。类道德价值是人类的底线

道德价值。类道德价值既有其存在的特殊性和时代性，也有其存在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前者

指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具体历史时期的道德理论和具体伦理实践，后者指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实

践中认识到的共同道德价值，当代道德教育要通过多元对话消除不同文化和民族间的价值隔

膜，达成和谐世界的道德诉求。 

[关键词]  道德价值  文化传统  类道德价值 

 

 

当代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变化的重大转折时期，社会的各

项改革逐步深化，教育改革正风起云涌、如火如茶地进行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我

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已

不是过去闭关锁国、单一封闭的社会存在，全球化时代的号角在唤醒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意识

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对类道德价值的认识。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建立了以

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并且经过后代学者的继承和发扬，至宋代已成为集儒释道为一

体的大儒家学说，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但是，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多样性和多变性时代的到来，我国传统的道

德价值观也遇到了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使我国的道德文化在保持和

发扬自身传统的同时，顺应全球化时代的道德要求，进行类道德价值的重建，为中华民族乃

至人类的和谐共处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价值观基础，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 

重要任务。 

 

一、道德文化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功能 

 

纵观古今中外的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进步的诸多因素和标准中，道德文



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道德文化是道德价值的基础和前提。这首先是因为，

道德价值是通过来自父母和社会的榜样、教诲和印刻作用而获得的，而父母和社会所持有的

道德价值观又是当时社会道德文化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文化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

做出自我决定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和精神支柱。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种精神支柱，即使他再

富有，也会感到生活空虚、毫无目的和价值。现代人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自杀率居高不下等，都是失去道德价值依托，内在精神世界空虚、道德文化环境不佳的现实

反映。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指出：“人类不可能长期生活在空虚的条件下：如果

他不成长为某一事物，他就不仅仅会没有生气，而且那些被抑制的潜能就会变成病态的和绝

望的，最终变成毁灭行动。”
1
川道德文化建设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有学者认为，就道德文化的理论内涵而言，其内容包括“个体与社会、善与恶、人生的

目的和意义、荣誉与职责、自由与责任、公正与尊严、爱与友谊、传统、礼仪、习惯、规范、

规则、原则、行为方式、理想、民族与共同价值观等基本概念，它们是随着价值观、情绪、

感受、追求、观点、行为、对个人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生活模型以及个人素质的变化

而转变的”。
2
从这个定义来看，道德文化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都有密切的联系，是

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互作用时形成的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从理论上讲，道德

文化具有深刻而广泛的价值内涵。 

和道德这个概念的社会功能一样，道德文化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调节人与自然、社会及

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道德文化的这种调节功能是宏观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

氛围和环境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道德文化是人与社会的

一种反映性产物。它也是一种道德规则，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他们的意识、心理、行为和

重大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人们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之

间总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社会就需要各种规范，以维护社会

的稳定和进步”。
3
道德文化就是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之所以

会形成道德文化，其根源在于，在人类历史发端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和禁忌，以道德的形式

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社会理解，即人不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一个“类”

而和其他人共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因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必须要有某些规则。这样，我们

对道德文化的界定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道德是和人类社会同步开始的，但是在道德文化之前产生的。换句话说，道德文化是

社会道德发展的产物，是先有道德后有道德文化。 

2.道德和道德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但两者并不同一，道德文化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内涵和

外延。 

3.道德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道德“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外

部实体，而是通过个人、群体及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和重新形成的”。
4
在当今时代，

道德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并且通过个体的活动形式和社会历史实践而改善着人类的生活。 

4.道德文化的本质就是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必然和他人有着某种道德上的关联。 

5.道德文化的主题必须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以便使每个人和社会在不可改变的多方面

联系和相互联系中得到改善，促进个体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可见，既然道德文化是把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与每个人都有某种关联的价值

体系，那么，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也必然具有超越历史和超越地域的道德文化。有学者指

出，在经过个人独立性的形态之后，类主体的类性不再是费尔巴哈把个体联系起来的抽象类

本性，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丰富的人类共识和自我意识。达到类存在自我意识的个

人，既是自由个性的个人，又是在公共生活和市民社会所有领域实践了人类普遍性的大写的

人。
5
不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般优

秀道德，都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应现实的功能，这就是：不管社会现实如何变，该道德的精华

部分，总是能够为新时代所吸取、利用，因而它具有极大的渗透力、附着力，它总是能够在

新道德的建设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有价值”。
6
显然，道德文化深刻的理论价值不仅体现在它

能为个体道德价值的实现导航引路，而且能够超越狭隘的个体、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成为引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与自然和生态环境和谐一致的精神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文化是具有价值观内涵的，因为“价值观是人们渴望获得的、抽

象的、跨越情境的目标，可以用作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作为他们用来选择、辩护和评价

行为、人和事件的标准”。
7
因此，每当人们对事情做出判断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某

种价值观。近年来，关于儿童道德社会化的心理学研究发现，
8
有许多变量都和学生对其父

母价值观的确切看法呈正相关，包括他们的父母表现温情和反应的程度，他们的父母相互之

                                                              
 
 
 
 
 



间对某种价值观之重要性的一致性程度，等等。此外，研究还发现，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冲突

以及冷淡和独断专行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形成某种明确的价值观呈负相关，但在父亲和儿子之

间例外。当孩子出现道德问题时，一些父母经常会说：“你再这样做我就不喜欢你了。”研究

发现，这种声称要撤消对孩子的爱和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对价值信息的一致性与儿童的确切

看法呈正相关。因此，研究者认为，充满情感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增加儿童的道德动机，使他

们更认真地倾听和采纳父母所信奉的价值观，父母之间在价值观问题上的一致性看法也可以

使信息得到更多的理解。 

上述研究虽然是关于家庭价值观的道德内化，但我们深知，家庭中父母的价值观必然和

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家庭价值观的道德内化是道德价值观社会化的

一个缩影，是社会道德文化的间接反映。 

 

二、道德价值的文化溯源与追寻 

 

心理学研究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们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意义的标准，即

人们判定客观事物对个体的重要性的潜在道德信念。”
9
道德价值是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

命之本，它是个体在与家庭、同伴群体、学校、社会、民族和整个人类的长期交互作用中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价值是道德文化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确立小

至家庭大至整个人类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价值基础。道德价值可以划分为社会道德价值和个体

道德价值两大类，前者是社会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而后者主要是个体所认可和奉行的。但是，

所谓大多数人所公认的道德价值，追根溯源，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长期约定俗成的一些

行为规范及其社会功能的价值认可，因此也是和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个体的道德信念及道德素

养密切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道德价值便具有了类道德价值的含义。 

毋庸讳言，社会和个体的需要及利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为了

满足个体的需要，包括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就要坚持和维护个体利益；同时，每个人

作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的个体，其需要只能通过社会才能获得，所以就要坚持和维护社

会整体利益。”
10
人类存在的这种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道德价值的矛盾和统一性。如

果社会不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而是一味地凭借权力和权威提出某种社会的道德

价值，并把它作为要求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道德文化，企图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那么，这种社会发展是不会有长久的精神动力的。这是因为，个体要赋予对象某种道德价值，

首先必须了解它。如果个体没有亲身参与这种道德价值的讨论，没有在同这种道德价值的接

触中对它产生好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这种外部的道德价值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机力量。因

此，建立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价值，必须遵循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规律，沿着“参与

一责任一主动一创新”的发展阶段，逐步把个体的道德需要与社会的道德诉求有机地结合起

来，进而形成某一时期相对稳定的核心道德价值和标准。 

沿着这种思路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道德价值和标准既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

统和民族根源，又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我国学者把它归结为“三个基本的向度：其一是人

类多元道德文化的历史性向度，即真诚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种道德文化传统的生成史和发展

史；其二是人类道德生活现实的事实性向度，即全面而理性地看待现时代人类世界的道德现

实和道德境况；其三是多元整合的道德理论向度，亦即合理而宽容地对待各种合理有效的特

殊伦理学理论。三个基本向度的交迭核心即是‘多元文化论’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整合或普遍

化”。
11
笔者认为，当前我们确实应该理性而合理地认真反思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及其道德价

值，合理而宽容地借鉴其他社会的道德文化和道德价值。我们既不要采取封闭心态，也不要

采取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我们应该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开展道德价值重建，使中

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价值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价值，它起源于一定的文化或

民族范畴，但又是人类文化的道德基础。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道德价值

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经过 30 多年

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迈进。但是，我

们能够有底气地说，中国当代的道德文化也在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迈进吗？答案恐怕是否

定的。举例来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连续四年的喜剧类作品评奖中获得一等奖的某著名

小品演员，在去年率领一班演员去美国演出。没想到在国内获得高度评价的春晚小品，却在

海外华人那里遭到了拒绝。海外华人不愿意看那些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作为取乐

对象的小品，更不喜欢通过撒谎和欺骗而获得不当得益的价值取向。甚至有人委托律师以“不

正当得益、不正当商业竞争和精神伤害”等罪名将主要演员和演出单位告上法庭。我国旅美

学者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海外华人之所以看不惯这位小品演员的看家本领，是因为它所

反映的是一种低俗的社会价值观。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已经从价值观上确认，一个社会是

                                                              
 



否强大、进步和文明，不是看它对强者的态度，而是看它对弱者的态度。换句话说，对强者

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对弱者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扶助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这个

实例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社会的文明发展和进步必须要以积极的道德文化为基础，以先进

的道德价值为先导。 

 

三、道德教育的时代呼唤 

 

类道德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它是

在对道德相对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对“道德绝对性”的合理阐释而在更高级的

人类“类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

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

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
12
显然，正是因为人类对道德的“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信奉，

才有了全球化时代的交流和对话，也正是因为我们对道德“绝对性”的热情，才使我们感受

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类道德价值还不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但它与终极价值有不可分割

的关联，是终极价值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归根结底，正是因为类道德价值的存在，才使

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应该建立起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

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主张的理论基础。 

在类道德价值范畴中既存在特殊性和时代性的东西，同时也存在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

西。前者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具体历史时期的道德理论和具体伦理实践，它们在某些方面

不同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道德理论和伦理实践；后者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

而认识到的共同道德底线，是为了维系人类作为一个族类存在下去而必须遵守的责任和义

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重建就必须建立在类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从全球

化的视野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待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能够为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种尝试性观念： 

1. 类道德价值的实现有赖于道德教育的引领。 

“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模塑涵养出最高的人类德性或最理想的人格。”
13
当代中国正处在思

想、道德、文化等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境况。

道德教育要想发挥其道德引领作用，就决不能一味仰仗权力的话语体系，实行自上而下的强

                                                              
 
 



制性灌输，而是应该着眼于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提升，帮助学生学会进行道德的理性选择。

所以，在道德教育中，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地思考发生在学生身上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重大事

件，同时结合学生所关心的他们身边的各种现实，通过讨论、理性分析，甚至学术争论，最

终得出对某些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教育过程中，“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

则是教育者所要铭记的一条重要原则。教师既不能像传统的师道尊严那样，把自己的观点凌

驾于学生的主体思考之上，也不能像价值澄清学派那样，过分依赖道德相对主义。 

2. 类道德价值的精神要在教育中得到充分彰显。 

道德教育一定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把当代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及共存联

系在一起。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早已证明，虽然不同民族和文化有各自的道德文化和道德

价值，但不容否认，人类的不同文化群体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为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

观。例如，诚实、尊重、勇敢、公正、公平等道德价值观，历经几千年的人类变迁，已经成

为全人类普遍认可和信奉的道德价值。尽管不同的文化对其内涵的解释还存在差异，但只要

人类社会始终遵循“求大同存小异”的宽容心态，类道德价值就一定能在人类社会日益显示

出其道德价值力量。在教育中，我们要向学生提供价值观和信念方面的知识与洞见，使他们

能够以发展其精神意识和自我认识的方式来反思他们的经验。学校要讲授分辨正确和错误的

原则；要鼓励学生与他人建立积极联系，负起责任，全面参与社会活动，形成对公民的理解；

要教育学生在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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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道德价值的发展要允许多元对话。 

类道德价值需要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展开有意义的道德对话。当代中

国的道德教育要用超越血缘关系的人类道德价值理性，通过多元对话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价

值隔膜，达成世界和谐的道德诉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类道德价值的发展不同于

传统的一元论的道德霸权，它是在平等、民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对话来实现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那种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心态，平等地善待不同民族、

社会和群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文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8SXYO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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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value is the standard people use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action of their own and others has moral significance. Social moral value 

is the moral value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and originates from some 

certain culture or nationality. Similar moral valu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mong moral values of human beings. Similar moral value 

exists for its particularity and contemporaneity as well as its universality 

and immutability. Its particularity and contemporaneity refer to the moral 

theories and specific ethical practices of every nationality and state in 

certain eras, while its universality and  immutability refer to the 

common moral value that is recognized by every nationality and state in 

moral practicing. The 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disencumber the misunderstanding on moral value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nationality through multielement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meet the moral requirements of a harmoniou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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