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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忠(文化占有很大比重"在不同时期'忠(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

值理念"更是连接人与国家0社会的精神纽带$在新时期"'忠(文化被赋予爱国主义情感"既要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

做到理性爱国$同时它要求为官者要做到严于律己0清正廉明$忠信更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忠(文化!价值理念!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

W!"B?G

!!!!!!!!

文献标识码!

D

!!!!!

文章编号!

!"EFA$$"2

%

!"#$

&

#!A""C$A"G

H<I

获取!

/::

J

#))

900

4

9-0

;

?1

K

'()*+,?=*

)

=/

)

1*L30?+9

J

0

!!

!"#

#

#"?##EEF

)

K

?199*?!"EFA$$"2?!"#$?#!?"#E

;(0#&9;'+7

4

1#1"'PD"

4

+7,

4

PB/7,/0&

"9-,%#.1+'!J,1@0+.,#.+7?#

)

'#9#.+'.&

#@AB#$1%

:

01

%

K03)

6

0971"8$93"2

:

"

K03)

6

09CGG""C

"

>)"10

&

;<1,0+.,

#

Q*\/1*+]9:)+L1:1'*+,6')+,*')69

"

b,'

;

+,:

;

b=(,:()3'==(

J

139+,+)

N

3

J

)'

J

'):1'*

"

1*L1--3)3*:9:+

N

39b,'

;

+,:

;

b19

N

183*

L1--3)3*:63+*1*

N

9?Q:19:/3=')38+,(3'-\/1*393:)+L1:1'*+,3:/1=9

"

+*L1:19+,9':/39

J

1)1:(+,,1*̂ >3:O33*

J

3'

J

,3+*L:/39:+:3

+*L9'=13:

;

?Q*:/3*3O

J

3)1'L

"

b,'

;

+,:

;

b=(,:()3193*L'O3LO1:/

J

+:)1':196-33,1*

N

9

"

*':'*,

;

:'+=/1383:/3*+:1'*+,1*:3)39:9

+>'83383)

;

:/1*

N

3,93

"

>(:+,9':'+=/1383)+:1'*+,

J

+:)1':196?Y3+*O/1,3

"

1:)3

4

(1)39+*'--1=1+,O/'9/'(,L>39:)1=:O1:/

'*393,-

"

>3/'*39:+*L=,3+*?M/3-+1:/-(,19:/3>+91=

J

)1*=1

J

,3'-1*:3)

J

3)9'*+,)3,+:1'*9/1

J

?

=&

4

>"0!1

#

,'

;

+,:

;

=(,:()3

!

8+,(3='*=3

J

:

!

9'=1+,91

N

*1-1=+*=3

!

!!

'忠(文化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中

华民族传统意义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

凝心聚力0同心共筑中国梦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探讨'忠(文化的当代社会

意义$要探讨'忠(文化的现实意义"就必须理清

'忠(文化的起源0发展和和价值理念$

一"#忠$的起源及发展

'忠(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在其发

展过程中"逐步由具有广泛内涵的一般社会道德规

范发展演变成为传统政治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核

心规范$'忠(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在众多的古典

书籍中".论语/中共有
#C

处出现'忠(字".左传/中

共有
$"

多处出现'忠(字".国语/中有
F"

多处出现

'忠(字".韩非子/当中谈及到关于'忠(的也有
EB

处$在春秋时期"'忠(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的道德规范"其调整范围和作用对象具有一定的普

适性$在战国时期"一些拥有较大权利的臣子取代

统治阶级君主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充分说明在当时

那个社会中人关于'忠(的观念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并

不一定是针对某个封建统治者的$但也会由于这一

部分的原因"有些时候也会造成动乱和不安的社会

秩序"于是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阶级的

权力的需要"忠与君主的思想观念随之被强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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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现象充分说明"在当战国时代"在政治方面臣子

对君主并没有出现绝对化的依附关系"臣子忠诚于

君主的前提条件是君主必须履行他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君臣双方相互尊重0互有义务和权利$在春秋时

期"可以是忠于君主0忠于人民0忠于国家社稷0忠于

主人等"并不是只局限于君臣关系0下对上的关系$

'忠与君主(这种观念的绝对化与君主加强极权的绝

对化"使其认为臣尽力事君则为'忠($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忠(逐渐成为一种臣对于君

的绝对的0单向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到宋代以

后"随着'君为臣纲(等封建纲常的天理化"'忠(一跃

成为绝对的天理"'忠(因此成为更为绝对和僵化的

政治道德原则和臣对君的单向的道德义务和行为规

范"进而要求臣绝对尊君0忠君$孔子及其弟子继承

了上述关于忠的思想"并把忠理论化"进而把'忠(推

广为一种社会公德"成为对所有人都适用的道德规

范和行为要求$而且臣对君是否忠诚"取决于君是

否履行了他应尽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臣对君的忠诚

不是盲目的0僵化的和绝对的"而是有前提条件的$

'忠(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理念"以'忠(为基

石的道德规范具有融入于社会阶层各个领域"调节

着社会人伦关系的作用$'忠(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

的轨迹$凡处理事情对待事物"能够做到尽职尽责

的"都可以叫做'忠($我国古代把调节君臣关系的

基本准则看作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为

'忠($

,

#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加强对'忠(观念的

推行"是为了增强专制统治和加强极权的需要$在

从前君主制时代"'忠(是臣子相对君主而说的"现在

民主时代"'忠(是民众相对国家而说的$今天我们

所说的尽忠"即是爱国$每个人能够在对待爱国的

问题上"做到倾尽全部心血"没有任何杂念"不把个

人利益的得失放在心上$古代伟大的人物能够有大

的品行"大概都是历经生死得来的$平日不避豪强"

不惜名位"或委曲济事而非阿附"或执法不同而非矫

激"他们早已把此身献给了国家"所以凡所作为"都

是'忠(的表现$在质的方面"关于'忠(字从前的对

象只是君主"现在说来"自己也是计算在内的"浑然

一体"'忠(的意义就更为深刻了$在量的方面"从前

是仅局限在君与臣双方之间的这个范围内"现在来

说"凡是能够做到相应的纳税义务和享有每个国民

应有权利的人"都有作为自己应尽的忠诚$由此可

见民国之后"不仅在质的方面而且在量的方面"人伦

常态的意义"都比以前重要得多$谈及忠"应扩展为

全体国民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群

众的忠诚$在新时期"有许多先进的个人"他们忠于

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们的事迹及其精神一直

在影响着我们"如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有着丰富的

内涵"其核心就是忠于党0忠于国家0忠于人民$雷

锋精神已经成为热爱祖国"热爱党"坚定共产主义信

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展人与人之

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象征"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0共产主义精神最

完美的结合$

二"#忠$的价值理念

在我国历史上"'忠(既被看作是天下大公之道"

为政的根本"还被看作个人修身的重要评判标准$(

即要求全心全意0尽心竭力地为人做事$.忠经/曰#

'夫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知"则国政举!忠而

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

,

!

-所

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处理自己与家庭0社会0

国家关系中'忠(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数千年以来激

励着广大志士仁人"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前进

的基本的思想是'忠($由此可见"在传统意义的文

化中"'忠(主要体现为个人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做

到真诚无私$'忠(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古代

书籍中对其都有相关的表述".左传/中"'公家之利"

知无不为"忠也$(

,

%

-

'临患不忘国"忠也$(

,

G

-

.论语/

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

F

-长期以来"

以'忠(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形成了忠诚0忠信0忠勇

的道德取向$忠诚是要求对待他人不欺不判0真心

诚意$

'忠(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忠(作为中国传

统政治道德规范的核心"主要是调节个人与国家0民

族0君主与臣民百姓的关系"其基本原则就是服从并

服务与君主或国家0民族$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传统

思想中"'忠(的概念范围被缩小"'臣事君(的关系准

则成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虽然在一定上统治阶

级达到了稳定统治国家的目的"但是制约了社会的

向前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等级观念中"不

辨是非的'愚忠(观念是其局限性的主要体现"这种

错误观念严重影响了理性批判思想向前发展"影响

了关于民主法治精神的确立"不利于个人独立人格

与自由价值精神的培育"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消极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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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忠实践行这

些思想的英雄人物"如春秋时期的越大夫文仲$文

仲和范蠡曾共同辅佐越王勾践"为越王复国立下大

功$后来范蠡寄信给文仲"劝其离开越王"说勾践此

人可与同患难"但不能共富贵$文仲没有听范蠡的

劝说"后来被越王刺死"成了愚忠的牺牲品$忠可

守"但不可愚$文仲以此为忠"乃忠于己"亡于君"此

不可为之$

三"#忠$文化在当代的社会意义

%一&#忠$文化有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是'忠(文化

流传到今日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在当代社会中

'忠(文化也是最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之一$在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当国家和民

族面临危难的紧要关头"促使各个民族人民群众自

发组织团结到一块抵抗外来侵略者的侵略0保卫国

家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爱国主

义$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敢于奉献出自己

一切的精神是'忠(的体现"而这种精神是不受时空

和时间的限制"是可以永远传承下来的$'是故知保

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其国"其君其臣"肉食者谋

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B

-把人民

群众的福利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才是忠

国的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应具

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与中

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爱国主义伟

大精神的感染着每一位中华儿女"只有将爱国主义

精神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人民大众才会将于个人

利益放置一边"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置上"不会

因为一些小的利益诱惑从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整体

利益"从而确保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团结$毫无疑

问"每个公民个人的利益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国

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应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争论

多时的钓鱼岛事件中引发的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

深思"其中之一是在当代社会中需要加强爱国主义

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另一个则是我们应该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要理性爱国$'忠(文化虽然是要把国家

的根本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但是绝不能损害到广大

无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违反'忠(文化

中有关忠恕的精神"更不能违抗相关的国家制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理性爱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我们每

个人都应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增强我们国家的综

合国力"从根本上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

%二&#忠$文化有助于政治清明

清正廉明和忠于职守是忠于本职工作的两个主

要的涵义"而这两点正是当今社会发展所必要的为

官的底线和道德的规范$在当今社会中"每个人在

社会中都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随

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物质社会得到日益丰富"许

多年轻人往往重视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但却不履

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能认真看待自己

应该做的份内之事$在对待年轻人对社会应尽的责

任0对国家应尽的力量的思想教育中'忠(文化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年既要报效祖国0奉献社会0服

务人民"又要学会感恩0学会助人0学会自律$在当

今社会工作中"我们应该具备的岗位意识是忠于职

守0爱岗敬业"在自身的工作岗位上0行业工作里都

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早日实现需要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够积极主动

地完成工作任务0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只有这样社会

主义事业才会蓬勃向前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

人心(

,

$

-

$当前在政府工作的领导干部队伍中主流

是好的"但也有个别官员存在利用职位之便利谋取

非法利益"贪污腐败的现象$'政者"正也("每位官

员在从政过程中都应遵守清正廉洁的底线$'忠(文

化的忠于职守的思想"加强每一位在职的领导干部

品行修养"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发自内心地坚持原则0

敢于负责"不徇私枉法"真真正正地为人民谋利益"

为国家尽忠,

C

-

$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耐得住工作的辛苦"远离财色"善自

操守$越是掌握实权"越是职位高"越要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艰苦奋斗"不为贪欲所俘"忠于党"忠于人

民"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三&#忠$文化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

中国传统'忠(观念依然是当代诚实守信的重要

智慧资源$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各成员之间需要彼

此之间相互信任"只有双方相互尊重彼此相互信任

彼此"人与人0阶层与阶层之间才能平等和谐0共同

进步$如果社会失去诚信"人与人之间忙于提防他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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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保护各自的利益而进行互相的猜忌"每一个不

经意的行为都被认为可能存在欺诈意图"社会则将

会陷入没有次序和混乱的状态中$因此"从细小的

地方做起忠诚于自己所说所做的一言一行"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表明自身是可以值得信赖"人与人之间

要做到把忠信视为彼此间交往的准则"进而使得整

个社会都会以忠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准则"那么人际

之间的交往才能够相互信任0相互理解0相互尊重$

相对稳定的外部社会环境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前

提条件$在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大环境之下"忠于

诚信是维护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稳

步有序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契约方式是等价

交换在市场经济交易中的主要方式"双方都信守承

诺是一切交易成功进行的前提"只有交易双方都忠

诚于当初自己的承诺并且履行了双方共同签订的契

约中各自的责任"这笔交易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完

成$如果有其中任何一方撕毁契约违背了诺言"那

么已经达成的契约就相当于不再存在"没有了正常

有序的经济交易"发展具有公正有序特点的社会主

义特色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在法律0法规

建设日益得到完善的今天"不信守诚诺不仅会在经

济上带来损失"更严重的有可能会受到相关法律的

制裁"不遵守诚信原则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因

此"只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够做到

忠于承诺0交易双方彼此之间能够诚实守信"健康有

次序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正常的

运行$

%四&#忠$文化有助于社会和谐

在古代诸子各家中"'忠(在生活实践中的地位

和作用日益突出$由'尽心曰忠(可以推断出"推己

及人0舍己为人都是'忠(文化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中最根本的要求$忠恕是宽以待人"忠于人伦"即是

践行孔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0'已所不欲"勿施

于人(

,

E

-

$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同样能给他人#自己

不想要的东西"则不可强加于人$一个有道德修养

的君子能容人"能载物"能利人"能爱人$这样爱人

如己的优秀品格在墨家来讲便是兼爱"所谓'饥则食

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

,

#"

-

$这些

不仅在古代是诸君子都应看重和具备的品德"更是

在当今社会中每位公民都应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优秀

传统品德$在当代"经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人的自

私自立的心理也随着物质社会的丰富日益膨胀起

来"'人人为我(多数人都能够做到而相对应的'我为

人人(却容易被忽视掉"对待他人苛刻容易给自身的

日常生活带来许多的阻滞"这对于更好地构建和谐

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没有好处的$拥有忠恕

之心要做到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要经常为他人着想0

多换位思考0多宽容他"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提升自

身的道德素养"更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相

互理解0而且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友善的交流0构建

和谐与融洽的人际关系"更加有利于构建安定和谐

的社会风气与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

'忠(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内容之一"其中所蕴藏的积极影响不容小觑"其在当

今社会发展中所特有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忠(

文化的在当代社会中所特有的价值我们应予以高度

重视$在当代'忠(文化的社会意义是凝聚全民族的

伟大力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规范"深入挖掘出

传统'忠(文化在当代的社会意义"对于小康社会的

建成0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现具有

无可取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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