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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本明道、化民成俗、自修自得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 3 个基本途径。孝悌一

端连着血缘亲情，一端连着仁爱精神，通过以孝悌为核心的日常道德行为规范的训练从小养

成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是小学阶段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大学的道德教育则要教育学生明道，

经典阅读是明道的重要途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这是中国古代礼教的精义，通

过礼仪和节俗教化百姓是传统道德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个人私德要自修自得，用统一的、

很高的私德标准要求每一个人，这是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本身是不道德的。社会风

气容易被金钱和权力败坏，一旦社会风气败坏，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有所不能。法纪不明

是传统道德教育的重大缺陷。儒家反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思想导致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

常常被腐败的朝政所侵蚀。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希望国民的道德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单靠

加强学校道德教育很难取得更大的成绩，只有首先加强法制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并同时继承

传统，加强立本明道的道德教育和敦风化俗的礼乐文化建设，在个人私德上让人自修自得，

文明的中国才是可以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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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明道、化民成俗、自修自得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 3 个基本途径，法纪不明则是

它的根本缺陷。 

                          一 

 

孝悌一端连着血缘亲情，一端连着仁爱精神，通过以孝悌为核心的日常道德行为规范的

训练从小养成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是小学阶段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 

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

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有子提出君子最根本的

德性是孝悌。 

孝悌是根本首先因为家庭伦理关系是一个人最先形成的道德关系，孝悌是沟通自我生命



与他人生命的纽带。孔子认为人性是由“命”和“仁”组成的。命是人生来所具有的本性，

“天命之谓性”（《中庸》）；而仁则是后天所形成的德性和情感。如何从“命”出发达到“仁”

呢？有一种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自然的、命的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命，这种情感就是

孝和悌。家庭成员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血亲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割舍不了的。

人不能直接从爱自己生发出爱他人的情感，但可以从生命中本有的爱父母，爱兄弟姐妹之心

生发出爱他人之心。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推及爱他人的父母兄弟，孝悌的根本上就生长出了

仁爱。李泽厚认为，仁的结构包括 4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血缘基础”，孝和悌通过血

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建起来
［1］

。“孝悌”一端联系着“命”，一端联系

着“仁”，是沟通命与仁的道德情感，是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本。 

其次，“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祖祖辈

辈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在 7000 年以前，半坡人就有了稳固的家的概念。孝的文化不是从

孔子的时候开始的，传说中的尧帝就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守孝 3 年。

以孝著名的是舜帝。正因为舜很孝顺，才被尧帝选中做了帝位的继承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

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文化，孝悌是中华美德的根本。 

因此古代的道德教育在小学阶段就是孔子所说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而亲仁”

（《论语·学而》）的家庭伦理道德和日常交往道德规范的教育。这是立本的教育。《周礼·地

官·司徒》里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朱熹深得周代小

学教育思想的精髓，亲手编定《小学》和《童蒙须知》等小学教材。他在《小学书题》中写

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亲爱、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一个社会，到了父子成仇、兄弟相残、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的地步，道德的根本就彻底

动摇了，道德就彻底堕落了。“文化大革命”中，孝悌谨信被认为是必须铲除的封建道德，

这对我们国家的道德教育伤害极大，伤到了根本。那时，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相互

揭发，人伦关系被彻底撕裂。1978 年以后拨乱反正，但无论从道德教育的目标到道德教育

的内容，都没有把孝悌放在第一位，孝悌只在 1988 年颁布的《小学道德教育纲要》中在“爱

人民”的主项下提到。五千年“孝悌为根本，以孝治天下”的道德教育传统断绝了！根本动

摇了，我们怎么可以期待学校的道德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呢？ 

小学的道德教育要树立孝悌、谨信、亲仁的根本，大学的道德教育则要教育学生明道。



小学的道德教育是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的教育，大学的道德教育则是道德理性的教育。 

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

以造士。”（《礼记·王制》）“乡三物”是行，“四术”是文，是经典。六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课程体系，培养人的和谐品格。《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

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

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以六经教弟

子，是要培养弟子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的品性。 

中国古代的经典十分丰富，六经之外还有诸子百家、正史野史、文人文集、佛藏道藏，

可谓汗牛充栋。如此巨大的宝藏蕴藏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伟大智慧，为学生自由地发展自己

的智慧提供了无限选择的空间。在西方也是这样，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倡者都主张用经

典名著培养学生的理性。在美国最早提倡通识教育的赫钦斯发起了一场名著阅读运动
［2］

，对

二战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我们的大学里，学生学习的主要是科

学技术知识，很少接触探讨人生和人类社会的人文经典。作为必修课的人文社会知识只是西

方某家某派的思想。 

中小学阶段缺少孝悌、谨信、亲仁的行为训练，大学阶段没有明道修身的经典名著教育，

做人没有根本，做人缺乏理智，怎么可以期待我们的学生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呢？ 

 

                          二 

 

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这是中国古代礼教的精义，通过礼仪和节俗教化百姓是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乐文明的国家。余英时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礼乐传

统上面，也可以单以‘礼’之一字概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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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宗教文化的礼乐文化。

礼教与宗教的最大区别是：它没有对唯一神的崇拜，只有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对尊者长者

的恭敬；没有神秘的宗教仪轨，只有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和日常交往中的一整套礼仪；没

有至高无上的宗教经典，只有《诗》《书》《礼》《乐》等世俗的文化经典。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教的作用在于建立和谐的内心秩序和社会秩序。

其化民成俗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说，礼教比宗教更加理性化和人

文化。人的道德行为礼仪化、习俗化之后，也就真正地社会化和理性化了。一个人的道德行

为符合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他才是真正属于这个



国家和民族的人。夷夏之辨不在肤色，而在文化。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化的人才真正属

于中华民族。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历代都有移风易俗，唐与汉的风俗就很不一样，

但无论怎么变，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仁爱精神不会变。在礼乐文化中，存在于教育关系中的仁

爱精神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师爱生”。这是一种有差等的爱，既维护

了父兄师长的尊严，又要求父兄师长以一种仁慈、友好、关爱的态度对待晚辈、弟妹和学生。 

比如大学的开学典礼。《学记》里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

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天子派官员祭先圣先师，祭典上

穿白色的皮弁服，祭芹藻之类的蔬菜，质朴简素，表示学生在先圣先师面前谦逊恭敬。 

先圣先师原就是志存高远，箪食瓢饮不改其志的人，死后也不会接受奢华盛大的宴请，

祭祀时献上一把芹菜就行，他们仍在教育后来的学子，要淡泊，要谦逊，要敬重先圣先师之

道。远古的祖先茹毛饮血，筚路蓝缕，所以要穿白色的素淡的皮弁服。这也是在教育学生要

艰苦卓绝，质朴无华。《宵雅》即《诗经》里的《小雅》。开学即要学习《小雅》中的《鹿鸣》、

《四牡》、《皇皇者华》三篇。这三篇是君臣宴饮的音乐，郑玄说这是为了勉励学生做官，并

且要做上下和厚的官
［4］

。在鼓声中打开书箧，是警醒学生收心，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业上来，

告诫学生对待学业要恭顺谦逊。夏楚二物则是告诫学生，如果有谁违反礼仪就要受罚，目的

是收摄学生的骄纵散漫，教育他们专心学习。 

礼仪活动之所以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是因为礼仪活动将圣人的思想情境化和情感化了。

受教育者身临其境，亲感其情，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被感化。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

感人，这是中国古代礼教的精义。 

再比如中国的节俗。节日里家人要团圆，要吃特定的食品。“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离

家多远，到了春节，在外的游子就是想回家。孝悌不只是一种道德观念，更重要的它是亲人

之间的一种深厚情感，没有节俗，亲情不会那么浓烈地被体验到。故乡的黄花麦果，那么让

人回味无穷，是因为清明节里，存有古风的人家要用它作供的。 

所以无论怎么把传统节日当成“四旧”批判，节日中的情感依旧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不是那么容易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干净的。现在一些传统节日又有了假期，但节俗慢慢被人们

遗忘了。还有人用黄花麦果作供吗？那蚕茧般大小的点心到底是什么味道？ 

美好的心灵是从小在醇美的习俗中浸染出来的。课堂上的道德教育主要是传授道德知识，

道德情感的培养离不开风俗习惯和日常礼仪的浸染。如何在新时代里创造性地复兴传统的礼

乐文化，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大事。 

 



                                  三 

 

个人私德要自修自得，用统一的、很高的私德标准要求每一个人，是对个体生命和个性

的不尊重。用统一的、很高的私德标准要求每一个人，这是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的

做法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伤害道德教育。但每个人自己则要持之以恒地、

不懈地追求完美的人格。过有德性的生活，才能找到人生的幸福。 

社会公德要有统一的要求，是因为社会公德所规定的行为是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在正

常的情况下都能做到的。个人的私德则不同，有忠道，有恕道。“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

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

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道，是做人的底线，做人

的底线是不害人。做人的上线是忠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要帮助别

人，为他人谋利益。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在忠与恕之间行走。超过了恕道，就会是己所

不欲亦施于人，坑蒙拐骗，专门害人。超过了忠道，就会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坑蒙拐骗的人是坏人，其实超过了忠道也不见得都是什么好人，很可能也是坑

蒙拐骗。过犹不及嘛。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

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

而》）孔子说，圣人我是没有见过的，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善人我也没见过，能够见到有

一定操守的人就不错了。仁、善、君子、圣人都是一些理想的目标，通过努力可以无限接近

它，但要持之以恒。孔子并不是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他觉得能持久追求就很不错了。

能持之以恒地追求也很难，因为人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概括起来都是虚荣心在作怪。本来

没有，却装作有；本来空虚，却装作充足；本来穷困潦倒，却装作富有得很。人很容易被虚

荣心蒙蔽，不再追求更高的境界。人既有虚荣心，还有诸多的缺点与无赖，如果推行理想主

义的教育，很容易把人培养成为虚伪无耻之徒。 

儒家的中庸之道，子思表达得最准确。《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人有“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个性是千差万别的。“率性之

谓道”，只有根据每个人的本性率性而为，才是符合人道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父母和老

师，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在私德方面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做人。

教育部门更没有权利在私德方面对学生提出统一的要求。“修道之谓教”，教育只能对率性之

道作些修整。一是使每个人所具有的善良本性扩充壮大，二是制定公共的生活准则，避免每



个人因个性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小学阶段的行为训练主要是公共行为规范的训练。而大学

阶段则要自觉地养成中庸之德。“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情感没

有发出是“中”，发出来而不过分是“和”。“致中和”就是修得一颗平常心。人有一颗平常

心，不凭个人的喜怒哀乐干预他人，天地万物才会处在其本来的位置上，按照各自的本性自

由自在地生长发育。许多人因为有偏爱或偏恨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干预了他人的自由。大爱

无痕。天地无私，万物生长。致中和，其情足以容物，故其功足以成物。中庸之德，是为大

德。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更应该对他人的私德保持一颗平常宽容的心，因为网络很容易将一

种情绪放大，让个人承受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要反复申论，是因为有很多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历史中，从容中道的理想有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道德主义和理想

主义的色彩在某些时候部分教育思想家的思想中表现得非常浓厚，义与利的矛盾难以调和，

个人的情感和需要难以取得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在两汉和宋元明清时期。教育应有止于至善

的最高理想，但这样的理想成为一种普遍要求之后，只能导奖虚伪，因为没有人能止于至善，

至善仅仅是一个人类永远追求而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目标。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教育一方面

导致文质彬彬、“不愧于屋漏”的真君子圣人一般高高在上，不可企及，另一方面导致天下

率以为伪而不知耻，见不到人真实鲜活的一面，而人的欲望却又在阴暗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或在内心纠结成阴险毒辣，最终使教育走向了理想的反面
［5］

。中国文化最要警惕的是理想主

义。一要警惕理想主义的伪装，二要警惕理想主义的浪漫。 

其实，我们日常的道德格言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智慧。对待他人，要隐恶扬善：“人有恶，

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朱子家训》）不要揭人家的短，而要多多夸奖他人的善言善行：

“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

疾之甚，祸且作。”（《弟子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人为善，宽以待人”。 

但对于自己，我们则要持之以恒地不断追求完美的人格。这叫“严于律己”。大学阶段

明道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理性完美的过程。在中国，个人自我修养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

儒家、道家、佛家都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养方法。儒家的修养方法有：安贫乐道；反身而诚；

推己及人；动心忍性；保其赤子；持志养气；惩忿窒欲；格物致知；戒慎恐惧；以物观物；

识得东风；民胞物与等等。道家的修养方法有：致虚守静；见素抱朴；柔弱胜刚强；后其身

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齐物；逍遥；材与不材之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等。佛家的修养

方法有：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般若；净观；不净观；破差别智；破执着等等。



孔子告诫学生，不要画地为牢。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家说：“人皆有佛性。”自修

自得，时或不至，曾经努力过，不愧此生；一旦豁然开朗，成就人生，则不枉过此生。 

 

                             四 

 

社会风气容易被金钱和权力败坏。一旦社会风气败坏，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有所不能。

做人的底线要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教育只能在人的道德完善的过程中锦上添花。 

一个法度废弛的国家，无论怎样加强道德教育都是徒劳的。因为道德教育是导人向善的，

法律制度是阻止人为恶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坑蒙拐骗、欺行霸市，这些行为已经不只

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制问题，法律和制度惩处不了这些为非作歹的行为，由政府主导的道德

教育就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由学校主导的道德教育也会因无法解释理想和现实的荒谬反差

而缺乏合理性和说服力。“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社会生活缺乏正义，

老百姓的价值信仰就会动摇，产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的疑问和冲天怨气
［6］

。一旦价值信仰出现危机，就没有了必须要这样做和一定不能这样的事

情，丛林法则就会取代道德准则。当丛林法则盛行时，受苦受难的总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既

没有权力也没有可以收买权力的金钱，总是在无序的竞争中失败。而那些在丛林法则中取胜

的人，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丛林法则中失败的人会因为不公平引起的失败而产生仇恨，

一个被多数人仇恨的人没有尊严和安全感，总是担心仇恨的火焰会燃烧到自己的头上，只能

在醉生梦死中麻痹自己的灵魂。“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众目所视，众手所指，其严乎！而

最终的结果是，被压迫的老百姓起来造反，推翻腐败的政权，重新建立新的秩序。中国的历

史就是这样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发展过来的。没有哪个腐败的政府最终不被推翻。 

在这一问题上，儒家“仁义”皆内的思想是存在缺陷的。孔子做过鲁司寇，抓的是鲁国

的法制，但他并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这样会“民免而无耻”，他主张“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因为这样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西周，“礼不下庶

人，刑不上大夫”，分别用两套制度来管理贵族和平民。到春秋时期，贵族统治开始衰落，

孔子主张用礼来整齐老百姓，将礼乐文化推广到所有的人身上，这是一个进步。但孔子把更

多的热情倾注到了仁政和德治上，并没有同等重要地强调刑政的作用。子思明确提出仁内义

外，主张内外双修，但他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他的继承者孟子的认同。孟子明确提出仁义

皆内的观点，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尽其心知其性就够了。儒家中，荀子最为重视外在法规和

制度对人的规范作用，但他的学生直接转向了法家，他自己也被排除在正统儒家之外。中国



古代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完备的法律和制度，总是诉求于内在的良心，正义的原则常

常遭到践踏，一个朝代到了后期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崩溃，以至有千千万万窦娥

那样的感天动地的奇冤。人作不了主，最后只能是天来做主。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始终是正统，其实，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是因为在推行儒家思想的同时

加强了制度建设。秦代的一整套法制被汉代继承，汉家的传家宝是“霸王道杂之”。北魏和

隋朝有很多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也悉数被唐代继承，包括教育制度史上著名的科举制度。

礼乐与刑政，同为国之大宝，不可偏废。 

做人的底线是不犯法，做人的底线当然要靠法制来维持。道德的底线是遵守公共道德，

道德的底线同样需要法制来维护。作为道德的底线，确立公共道德的原则是不损害公众的利

益，所定的公共道德的条款是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能做到的。公共道德要从小培养，但

在未成年之前，对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而对于已经成年的人，发生违

反公共道德的行为就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罚，这是文明国家维护公共道德的通行做法。中国是

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村生活的公共空间很大，个人的行为能影响的人很少，没有城市生

活那么多的公共行为准则。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在农村养成的不良习惯带到了城市。此

外，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暴露出的问题很多，城市管理者无暇顾及那些公共道德行

为。再加上家长对孩子的公共行为习惯的培养不力，使中国人的市民素质出了名的差。解决

问题的办法除了大力宣传外，恐怕只有加大处罚力度了。 

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希望国民的道德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单靠加强道德教育很难取得

更大的成绩，只有首先加强法制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时继承传统，加强立本明道的道德教

育和敦风化俗的礼乐文化建设，在个人私德上让人自修自得，文明的中国才是可以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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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Approaches and Fundamental Defects oft 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three fundamental approach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are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forunderstanding the  truth ,moralizing 

ordinary people to conform to the customs , educating citizens  for  

self-discipline  andself-improvement.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both the blood affection and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with which as 

the focus  the only route of moral education at primary school stage  is the training 

of one's dailymoral behavior which can educate pupils' ethical behavior. Mor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is to teach students to understandthe truth. To reach such 

a goal  reading the classics i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he principle of ancient 

rites is to touchone's heart by genuine emotions  instead of convincing people by 

reasoning. Therefore ,to moralize civilians through ritesand customs  is  another 

fundamental  approach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Personal morals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byself-discipline and self-improvement. To require the individuals 

to be moral with the unified high standard is moral idealism, which itself is immoral.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public conduct can be easily corrupted by money and power  

whichwill make the moral education both at home and in school inefficient. The 

unclear and slack law enforcement is the majordefec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 

ideas of guiding people with legislation and restricting them with punishment 

opposedby the Confucian school have resulted in the ero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by the corrupted governmentalaffairs. 

  Key words: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approach;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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