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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特质的论述，关于弘
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的论述，表现了党对传统文化
认识的新高度，标志着党的文化自觉的新境界。这些论述的
主要观点是：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传统文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克己修身的的经验宝库；传统文
化是升华精神境界的智慧源泉；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概括这些论述的精髓可以说：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永远不能割断
的精神命脉。

2014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
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
近平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为什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需要好好思考。

一、中华传统文化升值的必然趋势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传
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历史特征是：博大卓越的文化
成就，持续连贯的文化传承，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稳定统一
的文化特质。

中华文化成果的博大性（“博而不浅”）、承传的一贯性
（“续而不断”）、体系的统一性（“聚而不散”）和特质的稳定性
（“定而不乱”），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无须讳言，中国传
统文化中确实也包含着许多落后、保守、腐朽的东西，也无庸
讳言，17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缓慢，落后于西方的步伐，但
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丽珍宝是主要的，健康积极的内容是
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21世纪的升值是历史的趋势和时代
的需要。

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
脉、精神家园、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民族衰落的根本标志是
文化衰落，民族复兴的根本标志是文化复兴。文化与民族的
关系比政治制度与民族的关系更根本、更内在。2006年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优秀传统文化凝
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
的精神支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内涵的中国梦。其
目标有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其实现
条件和途径有三：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
凝聚中国力量。可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实现中
国梦之精神力量，也是中国梦包括的目标内容。

2、坚守民族主体性的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滚
滚洪流容易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独特性弱化甚至消失，特别
是在当今还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会利用全球化趋势压抑、削
弱甚至淹没其他文化，使非西方文化面临衰落甚至消亡的危
机。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实质是为西方文化抵制和消解非
西方文化提供战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质是宣布西方
文明的唯一合理性。因此，弘扬、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关
系维护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问题，是关系坚守民族文化独立
性、主体性的大问题，更是关系中华文化生死存亡的根本问
题。传统文化是民族主体性的深层结构，是民族的身份证、
护身符，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标志。因此，
维护一个民族生命的根本是维护它的文化，坚守民族主体性
的灵魂是坚守它的文化。高清海在《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
类的精神财富》一文中说：“在当今现代化的全球浪潮中，人
们讲求的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学术
规律、西方的哲学原理，乃至西方的生活方式，至于我们自己
的传统，已经置诸脑后渐渐被淡忘，可以说剩下的并不很多
了。……我们今天思考哲学问题，或者在工作中寻求哲学根
据，乐于从西方哲学名家的思想中去汲取营养和搜寻支持，
有谁会对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人的思想感兴趣，那仿佛
是早已死亡了的东西，属于历史的陈迹，在今天已经毫无意
义，这个境况不是可以令人乐观的。……凡是西方好的，有
用的都应该去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由此丢弃了我们
的‘自我’，失去了我们自我的根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
那恐怕就要成为民族的罪人了。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自己民
族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标志文化特质、体现文化灵魂的哲学思
维传统，历史证明，那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终究要被
淘汰出局的。”

3、解决新世纪社会问题的需要。21世纪是全球问题丛生
的时代。第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
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资源短缺、人口增加，危机到人类的生存
环境，地球已不堪重负，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我们这个世界
足以供应人类所需，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第二，人与人关
系紧张，全球社会危机严峻。一进入新世纪，世界上许多矛盾
都展现开来。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矛盾、霸权主义与反
霸权主义的矛盾、强权政治与多级政治的矛盾、民族矛盾和宗
教矛盾、南北贫富矛盾、边界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存在、扩大，招
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第三人的内心矛盾、冲突加剧，在人
的精神世界中，肉体与灵魂、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理性与
情感、公与私、人与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生命与道义等在
矛盾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战场。于是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精神
疾病、心理变态等问题，会成为21世纪的精神态势。何去何
从，关键在于改变现在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思维方式，要更新生存智慧、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
式，必须先对引起当代全球各种普遍性问题的观念进行反
思。拉兹洛说：从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在西方文化支
配下，形成了一系列错误观念：资源无限观、机械自然观、生存
竞争观、市场均利观、超前消费观。此外，还有个人至上、效率
崇拜、科技万能、金钱万能等等。

这些观念的哲学根源是近代理性。这种理性的世界观是
机械唯物主义，价值观是个人本位主义，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
的模式。因此，21世纪要走出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存智慧，必须
求教、求救于中华文化。

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努力寻
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
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
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哲学家冯友兰逝
世前说：“中国哲学在21世纪将大放异彩。”国学大师季羡林
说：“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思想家李泽厚说：“该中国

哲学登场了！”

二、传统价值智慧是核心价值观的丰厚资源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
系，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
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
值体系是“龙魂”，“千秋圣哲铸龙魂”。

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
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
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
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
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
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
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总之，自然与人伦
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
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说，
价值论渗透于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其他哲学问题环绕的核
心。我认为，如果就哲学形态而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
价值哲学。

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哲学价值论是以人为本
位，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无为”为补
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的价值观
念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包括着六大基本观念：

（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所谓“天人合一”,是认为人与天地、人与自然是一个互相

依存、互相作用、互相统一的整体, 人与自然共处于宇宙统
一体中。中国哲学中除少数哲人主张天人相分外，多数哲学
家追求天人合一，并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儒家从孟子的

“知其性则知天矣”、《易传》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
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发其端，中经董仲
舒的“天人感应”，到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始终在追求天人
合一的至善境界，他们认为，人在宇宙间诚然有崇高价值，但
人是天生的，人的心性与天的德性相通，天是人之本，人是天
之心，天与人应该处于和谐的统一体中。他们还指出，天人合
一的基础是“诚”，枢纽就是“仁”，张载云：“天人合一存乎诚。”
程颢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在诚和仁的道德中
合为一体，融为一片。道家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导其源，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扬其波，中经魏晋时“名教与自然合一”，到宋明时的“乐天”观
念，也一直在向往天人合一的至美理想。不但古代哲人提出
了一系列天人合一观念。包括自然与人合一、天性与人性合
一、天理与人德合一。而且文学家也抒发天人合一的情怀。
例如，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
亭山。”辛弃疾：“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
貌，略相似。”

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哲学认为天与人处于尖锐的对立
中，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人只有在同自然的对抗中才
能发展的观念大异其趣。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不但解
脱了人对天神的恐惧，避免了宗教迷误，也消除了天人之间的
敌对意识，促使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保合太和”的和谐观念
中华文化认为，作为整体的宇宙，其状态是和谐的，宇宙

是一和谐体。所谓“和”，就是宇宙间各种不同的、有差异、有
矛盾的事物和要素，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平衡，从而共处
于一个统一体中的状态。《中庸》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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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和谐观念包括：

1、和谐宇宙观。《周易彖辞》云：“乾道变化，名正性命，保
合太和乃利贞。”北宋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明确提出

“太和所谓道。”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解释说：“太和，
和之至也。”

2、和谐自然观。《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荀子·天论》云：“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各得其义（宜）以成。”

3、和谐天人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中庸》：“人与天地参。”
庄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4、和谐人际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论语·子路》）。
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论语·学而》）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

下》）
5、和谐社会观。《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理想社会：“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鰥）、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6、心灵和谐观。《管子·內业》：“彼心之情，制安以宁，勿烦
勿乱，和乃自成。”

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理想既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又包
括人与人和谐。

在中国哲学中“和”与“同”是相反的概念，“和”是多样性
的协调，而“同”是单一性的重复。哲学家明确提出了“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哲学观点，确立了“取和去同”的价值主张，并运
用这一哲学思想论证了“尚和”的治世原则：“礼之用，和为
贵。”

（三）“生生日新”的更新观念
宇宙不但是整体，而且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生

生”、“日新”是中华文化的又一重要观念。“生生”就是不断新
生，“日新”就是日日更新。中华文化有其尚变化、主更新的内
在素质。

《周易》就既讲“变易”，又讲“生生”、“日新”，所谓“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
新之谓盛德。”《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说“温
故知新”。孟子说“新子之国”。《礼记》言“新法”。《大学》讲“新
民”。

张载咏新德：“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
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朱熹赞新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宇宙不是一个机械结构。所以中国哲学不重“结构”，而

重“生成”，“生成”是一种生命洪流，它奔腾向前，永不止息；
它不会中断，也不会分裂。在中国哲学家眼里，宇宙的形象
是“星垂平野阔，月湧大江流”，是“大江流日夜，客心永未
央”，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一片生意，
一股洪流，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春来遍地桃花水”。而
是，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既不是上帝的意志，也不是人的
支配，而是万物的“自化”。“生生不息”就是中国古代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

（四）“人为至贵”的主体观念
中国哲学价值论的出发点是认为

人类有高于一般动物的崇高价值，这一
观念经历了一个历史形成过程。

1、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观念
——“人本”思想的孕育

西周初期提岀了“以德配天”、“敬
德保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
念。《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
忠焉。”

2、春秋时期的“民为神主”观念——人本思想的萌芽
春秋初年的随大夫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

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同时期的史嚚
也提岀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
二年）。宋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左传》僖公十九年）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春秋后
期，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宇中有四大，人居
其一焉。”

3、战国时期的“惟人最灵”观念——人本思想的形成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以“仁者爱

人”、“克已复礼”作为自己的思想主旨。明确提出：“天地之性
（生）人为贵”。《尚书·泰誓》提出“惟人万物之灵”。《礼记·礼
运》提出“人者，天地之心也”。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荀
子·王制》）三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哲学人本思想的形成。

4、“民为邦本”——人本思想的政治化
人既然是天地的中心，宇宙的主体，那么对于治国、治世

来说人就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力量和因素。一个国家的兴
盛、一个社会的进步、一种事业的成功尽管需要诸多因素和条
件，但是首要的根本的是要依靠人的力量，发挥人的作用。对
此，中国古代哲人有着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夫霸王之所始
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亢仓子·君道篇》曰：“夫国以
人为本，人安则国安。”罗钦顺云：“世道之升降，系于人不系于
天。”（《四续》）这种“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从人与物、人与
神的关系上来阐发人的作用的，如果从君民关系上弘扬人的
巨大作用，“以人为本”就成为“以民为本”。《尚书·五子之歌》
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可以理解为安定、团结，意思
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基础，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
平。老子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孔子指
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
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孔子还曾形象地说：“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
公》）。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
说。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春秋谷梁传》则
说“民者，君之本也”。西汉的政治家贾谊云：“夫民，万世之
本也，不可欺。”又云：“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
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而且具体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
以民为威侮”（《新书·大政》）。根据“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哲学家们进而提出了“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
民心”（《管子·牧民》）的为政之道。唐太宗李世民则从隋亡
的教训中，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
道》）的道理。唐朝魏征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代中
叶著名思想家丘浚（1421—1495 年）认为治国平天下之事虽
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是以民为本，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

“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
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
（《大学衍义补》卷13）因此，他一再劝谏最高统治者：“‘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
也。”（同上）

“人贵”不仅是对“物”而言，而且也对“神”而言。“未知生
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
力乱神”(《论语》)等观念，明确表示了这种重人轻神的倾向。

“人贵”观念支配着中国人一直以现实的理性态度，对待社会
人生问题，不耽于抽象的思辨，不溺于神秘的信仰，不着意追
求超越人间的彼岸天国。宗教价值意识甚为淡薄，现实价值
热情相当浓厚。“人贵于物”的价值本位观念，形成了相信人
的道德和力量以创造价值的优良传统。“民惟邦本”的政治观
念，对民众作为国家兴盛、社会发展、政权巩固的决定因素的
充分肯定，乃是中国古代哲学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意识是建构“民主”价值观的思
想根基。

（五）“义以为上”的道德观念
中华文化的价值指向是“义以为上”，以道德为至上价值。

《论语》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利”、
“利然后取”、“杀身成仁”、“仁者，爱人”。

老子：“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柔静”。

孟子曰：“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舍生取义”。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荀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

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
制》）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
三不朽。”

《易传·系辞上》：“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盛德
大业至矣哉！”

以道德为核心的人生智慧是：儒家教人“心安理得”地活
着，道家教人“心旷神怡”地活着，佛家教人“心平气和”地活
着。儒家教人“举得起”，道家教人“放得下”，佛家教人“看得
开”。

道德价值高于功利，主张“义重于利”观念。在中国哲学
中，关于义利的价值地位问题虽说有种种争论，但儒家义重于
利的观念基本上占统治地位，墨家、法家的功利主义，道家的

“义利双弃”都不是主流。“义重于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认为
物质利益有一定的价值，二是认为道义原则的价值层次高于
物质利益。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价值论对个人私利有所忽
视，对社会公共物质利益也注意不够，但却十分崇尚道德价值
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道德被提高到天道、
天理的地位，被视为宇宙法则，利欲则成了要“灭”、要“去”的
对象。与此相比，西方哲学则比较重视利益价值，到近代，西
方人为个人利益而竞争的观念更为突出。中国哲学“义重于
利”的观念，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和积累社会财富，无疑有一定
的消极影响，但却促使人们蘑视道德修养，重视精神生活。抑
制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这
种现象的滋长和蔓延。

关于道德和实力（物力、人力、权力、武力等等）的关系，总
体上主张德高于力。即认为，实力虽然有一定的价值，它对于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但“力”的价值层次低于道德。儒
家德高于力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德力观的主流，它和义重于利

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价值哲学中的两大理论支柱。
德高于力的观念，是政治上“为政以德”，外交上“修文德以来
之”，教育上“明人伦”、“明明德”，人才上“惟贤惟德”等一系列
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主张“义重于生”。孔子曰：“杀身成
仁”。孟子曰：“舍生取义”。

高尚的道德包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仁爱等。
（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孔子：“为政以德”。“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

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
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
样一种大同理想社会。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和谐理想。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

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
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十二个观念都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和根
基。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建构核心价值观的丰
厚资源。我们特别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道
德、“民本”意识、“诚信”信念、“正义”精神、“和合”思惟、“大
同”理想等观念。

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方式是返本开新

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不能重物质轻精神、不能重利用轻
弘扬、不能重赚钱轻育人，更不能通过“大话”“戏说”“恶搞”
等手段将其庸俗化、低俗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
行传统重新认识,重新发掘、重新阐释，继承创新。让其焕发
新的生命。即返本开新。就是说，使凤凰在烈火中涅槃，在
涅槃中新生。

1、情存敬畏，理达自觉。近代以降，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列
强面前的节节败退，中国人急于走出衰弱的困境，挽救民族危
亡，不断探索落后的原因。不少中国知识精英认识到落后与
文化有关。于是一方面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另
方面反思中华传统文化。其间出现了否定传统的思潮。五
四时期，胡适提出“全盘西化”，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吴虞
呼吁“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傅斯年主张“废除汉字”（“汉字
是牛鬼蛇神”）等等。尽管他们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严肃
的。但却为以后否定、批判传统文化埋下了伏线，直到文革时
期的“批儒”、“批孔”。从五四到文革结束，期间近六十年，我
们对传统文化的主导态度是批判否定的，甚至是全盘否定。
这个误区、误导，危害深远，几乎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今天
的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生疏、隔膜和遗弃就
与这种误区相关。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一些人眼里，只知
道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传统
丰厚而悠久的中国只剩下“舌尖上的中国”了。现在我们该走
岀这种误区、这种浅薄、这种无知，实现文化自觉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该自觉地认识到孔子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而我
们一定需要孔子。如果我们不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我们民族和
个人的精神血脉将会断裂，精神源泉将会枯竭，精神家园将会失
落。中华民族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将会成为无精神生命的
行尸走肉。这个民族也将名存实亡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
伤天害理、见利忘义的道德沦落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情感上心怀敬重、敬仰和敬畏之情，进而在见识上
全面认识她的源流、特征、优长、价值、局限、地位、命运和前
途。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

2、维护基元，返本开新。既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
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又使之与当代社
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既
保持灿烂悠久的传统精华又体现绚丽多姿的时代风貌。还要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

3、名实相符，知行合一。孔子主张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使
每个社会身分，社会角色的行动事实符合该身分的概念、理念
所蕴涵的标准、规范和原则。这是以本质要求现象，以原则要
求实际，以理想提升现实，以自觉升华自发。孔子主张正名的
目的是使人的价值实际符合价值观念。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
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王阳明所谓的“知”不是一般地认识，
而是指人的价值自觉特别是道德价值自觉；王阳明所谓的

“行”不是一般地实践，而是指人的价值践履特别是道德价值
践履。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的，因为：“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
行，已自有知在。”“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
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
知之成”。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宗旨是使价值观念落实于价值
实践和行动，通过践行使价值观念实现、落实。中国传统哲学
的名实相符、知行合一观念启示我们继承传统的优秀精华，必
须落实于行动，体现于实践。

4、内化生命，外推世界。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将传统精华特别是道德精华内化为每个国民的精神、心灵、血
脉，成为个人生命的智慧和人生的寄托。使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要提升文化自信，
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西方国家建立海
外中国文化中心。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世界各国开设孔子学
院，至今我国已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近400所孔子学
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就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
界认识中国，使中华文化中蕴涵的价值智慧让世界共享。

赞中华价值智慧

浩荡神州慧海深，千秋圣哲铸龙魂。
孔仁孟义超生死，老静庄游亘古今。
德盛业宏人至贵，民胞物与道长存。
凤凰浴火金声振，更向寰球送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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