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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又是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

规范，先后历经了春秋以前的萌芽期、春秋战国的形成期、秦汉的规范期、宋明的提升期和明清的实用期等阶段的
历史演变。梳理和深挖传统诚信思想的合理价值内核和本质特征，对承继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公
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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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高度概况为: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1］。其中“守诚信”就是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规范中形成的修身治国思想。本文试图梳理、探索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本质特征，

深入挖掘传统诚信思想的合理价值内核，分清主

流、支流，把握本质规律，不仅有助于对传统诚信思

想的深化理解，同时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供理论导引。

一、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历史演变

1． 春秋以前的萌芽期

上古时代与夏商周是中国传统诚信思想产生

的萌芽期。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普遍处于群

居、部落时代，个人对集体的信赖主要是靠“诚”、
“信”来规范维持。《易经》道:“信及豚鱼”。《逸周

书》讲“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此“信、
信诚”同“诚信”释之，表示人与人之间交往要诚

恳，要言行一致。“诚”最初起源于先民对神灵的虔

诚态度。由于生产力的滞后，先民们认为自然力是

某种异己的、神秘的，是超乎一切的神灵，对自然神

灵产生了高度的依赖与崇拜，宗教祭祀时的虔诚心

态是诚信最初产生的元素。《尚书》记载“鬼神无

常享，享于克诚”［2］。“诚”在此即表现为“人对神

灵”的虔诚。随着金文“信”字的首次出现，诚信的

道德观念伴随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确立使先民主

体意识、守信意识逐步得到提高。《尚书》曰: “无

偏无陂，尊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诚信思想

在这里集中表现为“为政”的言行要诚实谦让，不欺

诈、不反复，使这种讲忠信、美德的朴素的诚信思想

观念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春秋战国时期传统

诚信思想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2． 春秋战国的形成期

此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深刻意识到诚信的道德

观念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各派均进行

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与探索，使得传统诚信思

想从一种经验型走向了理论型，并从一种社会潜意

识形态上升为显意识形态。诞生于这一时代的孔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 2019 年

子、孟子、荀子等一大批先哲，完成了中国传统诚信

思想的理论架构，提出了指导后世千年的诚信道德

基本伦理规范。孔子在论语中曾 38 次提到“信”，

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管子也说: “服

忠用信则王。”都认为诚信是规范个人立身修养、人
际交往和治理国家的基本行为规范。孟子继承了

孔子的诚信学说，认为: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4］。阐明诚实守信是做人处事、正当求

利的准则，并把“朋友有信”纳入到“五伦( 君臣、父
子、兄弟、夫妇、朋友) ”之一，概括出先秦社会人与

人的基本关系格局，强调诚信是由人的本性使然，

即“人性本善”，引导统治者广施“仁政”，取信于

民，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奠定了诚信在传统伦理道

德中的重要地位。儒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荀子则

把“诚”从做人之道外延到治世之道，他说: “公主

明，偏生阐，端悫生通，诈伪生塞; 诚信生神，夸诞生

惑”［5］。治世讲诚信则公正清明，偏私则政治黑暗。
墨子也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此时期各派诸子将“诚”看成是个体内在的追求，

“信”是诚的外在表现，进一步巩固了诚信作为社会

人伦道德的本质属性。
3． 秦汉的规范期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传承、发扬了以儒家为代表

的诚信思想，将诚信这一基本道德规范上升为统治

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教化的手段渗透到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并成为后世诚信文化传承与

发展的思想主线。《商君书》记载商鞅将“信”列为

治理国家，维护统治权威的三条纲领之一，他说:

“国之所以治者三: 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在这

里，他将“信”放在“法”之后作为治国之策，指出

“信”需要君臣共信，为建立良好的社会诚信，其本

人也通过“徙木立信”的方式来重构百姓对政权的

诚信认同。董仲舒在辅助汉武帝时通过“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更是将先秦的儒学思想规范

化、神圣化，在继承孟子的“五伦”诚信思想后将

“信”上升为“五常( 仁、义、礼、智、信) 之一”。认为

诚信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存在的根基，强调“诚

信”是统治者成为贤明的君主，臣子发展成贤臣的

首要必备条件，丰富了诚信的道德功能，使其外延

扩大到做人、为官、处事的基本道德范畴。此时期

经过封建统治者们的规范、教化，使诚信思想内涵

得以“法令、制度”的形式固定为传统社会普遍遵循

的道德规范。

4． 宋明的提升期

诚信是宋明理学家们的热议焦点。作为复兴

儒学的理学，最集中的表现是对“信与忠、诚”的关

系以及“诚的本然”进行了哲学思辨演绎，形成了较

完备的理论体系。朱熹在继承前人诚信思想的基

础上提出了“诚信”是“仁义礼智”的核心基础，强

调“诚”是道德主体，是天理的“本然”，固将“诚”上

升为天理、天道的地位来推崇。“信”则是人之道，

要内化于心，外化于人，赋予其作为“理学”的核心

价值之一，是理学的最高追求境界。二程说:“学贵

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6］，认为诚实就

是信誉，守信就是立身，是纯粹的至善。而周敦颐

则将“诚”进一步上升为道德的本体论来认识，认为

“诚”是五常之本，百行这源。经过宋明理学家们的

持续探索、完善，最终将“诚信”这一天道、天理的本

源纳入了哲学本体范畴，从心性角度把“诚”作为维

护“天理”的精神原义进行思辨，认为“理”代表客

观的道德规范，“心”代表人的主体意识，“性”表示

人的本性善恶，“诚”则是三者合一的主体至高的心

灵境界［7］。简言之，理学的诚信论为个体德性之发

展，道德之修养提供了精神动力。
5． 明清的实用期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商品贸易交往频繁，资

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在“义利兼顾”思潮的影响

下，传统的封建等级思想“士、农、工、商”的排位出现

了动摇，商业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诚信则更多的

体现在商业贸易的“契约”中，商界贸易往来更注重

诚信的实用性，将传统诚信这一伦理道德规范作为

“经商之道、守贾之业”的第一要义，也使得传承几千

年的诚信思想得到普遍意义上的经世致用。清朝学

者王夫之更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诚信传统范畴进

行了总结、批判和创新，主张诚信与利益的结合，认

为利益与道德是可以兼容的，诚信也是求利的实用

原则，体现在其名言中:“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

利”［8］。换言之，这种重商业道德、重行为自律的“诚

信”已成为明清商人的经商之本，取胜之道，而此时

期出现的徽商、晋商等是诚信实用之风的当然代表，

正是这种诚心实意、童叟无欺的诚实守信之道为明

清时期的商人们赢得了“贾而好儒”的美名。

二、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本质特征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诚

信思想是多维发展的，其合理价值观念得到了普遍

641



第 5 期 王明志等: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认同并流传千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

响。传统诚信思想“须合乎道义、须表里相依、须表

里如一”的特征更是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 诚信须“合乎道义”
先哲们将诚信视为“人道”与“天道”相联接的

桥梁，认为是修已、向善的内在道德本性要求。而

这种要求是至高无上的，诚信的遵守必须是要合乎

道义的，在这个前提下的诚信提倡人们遵守，反之

就不必践履。孟子就认为: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追求诚信的道义正当

性，反对人们机械的、死板的遵循诚信要求，提倡要

遵守符合社会伦理道义的诚信，在这种道义论的立

场下，人们耻于谈利，个体行为的功利价值取向都

是要从属于道德价值取向的。《中庸》强调诚信就

是“择善而固执者也”。董仲舒更认为“正其谊不

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要端正正确的主

张，不谋私利，要阐明其中的道理，不要谋求什么功

利，从而约束人们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为，并在

此基础上把诚信道义推演至选贤治国，把诚信修养

与自我、他人、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结合，提升社会个

体自律的品德修养，获得社会意义的诚信生态，这

是符合今天社会倡导的公平、正义要求的，应是社

会主导的价值取向。
2． 诚与信乃“表里相依”
“诚，信也，信，诚也”［9］。二者都含有真诚、守

信之意，虽相通，但意义并非完全一致，从侧重的角

度看，“诚”更多强调的是主体的一种内在追求。
“信”则是这种追求的外在表现，二者表里相依。一

方面，诚是信的根本保障，是天道的本质，是圣人的

本然，而通过追求“诚”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

境界。《中庸》有言: “诚者，天之道也。”而要想达

到最高境界就要通过“修身、尊贤、亲亲”，这是一种

向外的践履，就是“信”，就是要取信于人。“诚”
已，才能成为君子、圣人，正如张载所言: “诚故信，

无私固威。”另一方面，“诚”这一天道的理想需要

通过信的现实路径来实现，而“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等伦理道德则说明“信”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而“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更进一步表明了“信”
是治国之道的伦理道德规范。简言之，“诚”、“信”
二者表里相依，缺一不可，诚是信的基础和内在要

求，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和实现路径。

3． 诚信须“表里如一”
“诚实无欺、表里如一、意念诚挚”是诚信主题的

价值本然。《大学》所指的“所谓诚意者，毋自欺也”
就是指此意。如荀子所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

诚则无它事矣。”强调的就是要提高道德修养，没有

什么比“真实无妄、诚心诚意、表里如一”更重要的

了，坚决反对不懂装懂，反对文过饰非，反对知恶为

之，反对自欺，要自觉避免、克服自欺的恶习。荀子

更把诚实守信、表里如一作为区分人行为善恶、好坏

的道德标准，他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

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小人是不会赢得别

人信任的，说明个体内心的诚与外在的信要表里如

一，这是人们立身处世所需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另外，与表里如一紧密相联的就是儒家所推崇的“慎

独”，即个人独处时、无人监督时也要坚守内心之诚，

忠诚于诚信的本然，才能自觉肩负起“天理、天道”所

赋予的社会责任，并按照他所属的角色履行义务，共

同维系社会关系伦理秩序。

三、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

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建设”［10］。这既是与传统诚信思想一以贯之，

又是提升我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价值应然。
1． 社会公德: 在实践中认同诚信价值观

社会公德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积淀形成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

统。而“尊老爱幼、诚信守信、助人为乐”是作为社

会公德的必然要义，在人际交往、义务履行、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调节作用。
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在维护社会稳定时对成员的教

育采取的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用忠诚、守

信的思想教化民众，使臣民在实践中对社会公德产

生坚定的信仰。之所以如此强调“诚”、“信”，就在

于二者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为人处世的现实所

必需，历代为政明君开创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等也得益于对民众进行社会公德的教化

和实践，才使得“大一统”局面长治久安。新时代，

诚信作为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已写入宪法并被公

民所认知认同，使得诚信这一“最大公约数”具备了

现实的法理依据，从制度层面要求公民在社会实践

交往中不断认同和内化规则意识，恪守道德、履行

义务，利于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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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道德: 在倡导中印证诚信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家们在研究基础道德的同时兼

有职业道德研究。周敦颐的“诚者，圣人之本，百行

之源”就含有诚信是各行各业职业道德规范之意，

对为政、经商、从教等职业中的失信行为发挥着震

慑力。管子说: “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荀子也讲:

“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都说明了讲诚信不仅

具有道德价值属性，也含有职业价值属性，既是个

人立身之道，又是职业兴旺之基。现代各行各业的

发展、运行，不仅要靠自身规律来制约、保障，更受

到人的因素影响，所反映的依然是人与人的关系，

而诚信就是这种“关系”的“营养剂”和“压舱石”。
然而，现在诸多行业中却出现了“权力寻租”“权力

设租”等制度经济学问题，“假冒伪劣、毁约背信、权
钱交易”等现象屡见不鲜，因非法庇护与裙带关系

产生的不“诚信”行为更是破坏了职业道德和依法

依规的准则，正在恶意地侵蚀社会的有机体。鉴于

此，要倡导用传统诚信美德来弥补现代各行业“契

约机制”的不健全，抵制失信获利的诱惑，在职业道

德认知认同中坚守职业操守，塑造职业精神。
3． 家庭美德: 在承续中凝聚诚信价值观

家庭美德是社会的价值缩影。而“可终身而守

约，不可斯须而失信”的传统家庭美德更是个体践

行诚信价值观的源头，家庭美德作为个体内心的一

种道德追求归属，没有蕴含功利成分，表现出的是

一种实质理性。敬老孝贤、长幼有序的伦理规范要

求人们守信用、讲忠诚。而儒学作为传统社会诚信

家风建设的底色，其所倡导的“忠恕”理念在家风中

蕴含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信伦理道德，承载

着维系家庭、宗族、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孟子认

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诚”、“孝”是

衡量家庭美满与否的重要准则。《颜氏家训》、《朱

子家训》则是传统社会家庭美德准则的典范集，千

古流传，包拯惩贪以示对诚信家规的严明更被世人

点赞，这都对传统家庭诚信美德的形成产生了至关

重要的推动作用。“诚信家风”在不同朝代、不同族

群之间以其特定的历史方式消减、克服了欺诈弃义

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应该在继承、弘扬

中凝聚诚信价值观，发挥其安邦乐业的积极效用。
4． 个人品德: 在修身中驻守诚信价值观

诚信在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体现的是一种对

道德的敬畏、向往之情。通过“正心、诚意、慎独”等

诚信修养方法达到在良知、道义上的主观自我约

束，具有重自律、重诺履的心理特点。《礼记》说: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心正而后修身”［11］。说的是要想在品德上有

所修为，首先就要纯正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意念诚

挚、恪守诚信，禁忌“自食其言”、“阳奉阴违”，推崇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要“克己复礼”，更要“五日

三省吾身”，只有重视对诚信道德义务的践履，才能

提升个人的德行修养，达到君子的标准。随着社会

转型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从传统的“熟

人社会”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发生着嬗变，而个

体失信行为的屡屡发生则反映出个人品德建设的

欠缺。而通过“风俗习惯、道德示范、社会舆论”等

形式驻守传统诚信思想的合理价值内核，有利于个

人品德的提升形成稳定的心理基础和向善性思维，

为个人价值选择指引方向，扬善抑恶，趋向于诚信

价值观的良好养成。
综括而论，诚信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源远

流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标识。而诚信

这一思想从观念反映到具体规范，进而再到个体行

为，体现的是对行为目的和行为结果的约束评价，

形成了一整套内在机理健全的诚信体系。事实上，

任何法律模式、制度建构最终体现的还是观念的因

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更

是同理，最核心的还是要对诚信价值观形成内化，

“对于价值主体形成自信，只有形成对于价值主体

的认同和信赖，才能实现‘信其言’‘从其行’的价

值观自信”［12］。从而在实践中践履诚信、推广诚

信，成为公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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