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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Culture Dimensions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不但能促进道

德的发展，还能对道德产生作用

和影响。发掘和关注传统文化的德

育价值，能够为人民提供精神指

引，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

传统文化蕴含着推动社会

发展和进步的道德文化

作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根 ”

与“魂”，传统文化涉及的内

容非常广泛，蕴含着丰富的哲

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

德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形

成社会共识，维护和表达广大民众的利

益，可以培育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道德文

化。仁爱、忠孝、勤俭等美德和精神体

现着民间处世哲学的智慧之光 ；家训家

风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突出了传统伦

理道德教育，反映着一个家庭世代的“核

心价值观”，将社会生产生活与个人道

德学养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引导人们认

真履行社会公德、虔诚信守社会规范 ；

传统节日文化淋漓尽致地反映着民众的

价值观念，彰显着深厚的文化精神，反

映着国民真挚的民族情怀。

这些富有向上向善力量的传统文化

引导并规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道德责

任，培育着“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

的良好氛围，提升着人们的文化道德素

养。以家风家训为例，在对子孙后代教

育的过程中，传统家风家训已经取得了

显著的效果。在《书示子侄》中，北

宋政治家欧阳修指出，“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他认为人就像玉一样，

只有经过“雕琢”，才能成为君子。这

些传统的家风家训要求将道德规范内

化到个体意识深处，重视塑造个人良

好品德，要求家庭成员言行一致、具

有稳定的道德品质和自觉的道德判断、

选择能力。

传统文化夯实家国至上的道

德原则，为新时代德育工

作提供精神动力

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的

德行问题，强调人的道德内

化和修身立德，注重人的自

立自觉。致力于引导人们修身

养性、修业进德，通过倡导“克

己复礼”的道德修养理念，追求理

想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境界。

首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追求的是实现小我与大我，其中“修身”

是本。《大学》明确指出“修身”是“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前提，加强修身

教育，能够培养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

念，深化人们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

认识，能够促使人们自觉地以国家、民

族和人民利益为重。其次，“仁、义、礼、

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

念，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全过程，

是中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仁”

是整个中国传统修身文化的基础 ；“义”

是道德规范的纲领性准则 ；“礼”是礼

仪之规，是指礼仪、礼貌和礼节等规

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
杨小斐

【摘要】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新时代发掘和

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能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激发世代依存的道德情感，促进社会公德建

设，为新时代德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对提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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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智”要求人能够明辨是非善恶曲直，

要有聪明的才智和学识 ；“信”是内诚

于心、外信于人，是传统修身文化的基

本道德规范。最后，“慎独自律”则是

古代圣人们沿着道德阶梯不断攀升直到

到达最高道德境界的重要方法，要求人

们在修身过程中，自我纠错、自我改造

和完善。“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

居为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

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提出道德

修养要遵守道德规范，即使人在独处的

时候，也不应放松自己。由此可见，传

统文化将修身、慎独看作是立身处世、

实现人自我价值的根本，非常注重提升

自身修养，蕴涵着深邃的道德自律和理

想自觉，其所倡导的“诚信”“信义”“慎

独”等思想，虽历经数千年仍值得倡导

和推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可以

为新时代德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

传统文化引导民本和谐，激发世代

依存的道德情感

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

晶，折射出很多人生哲理，能够引导人

们远离浮躁低俗，激发人们实现“中国

梦”的豪情，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国

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传统文化一直

推崇的“知行合一”，在塑造人的德性，

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结构

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能够帮助

人们去除浮躁习气、提高社交能力，养

成善解人意、关注细节的好习惯；而《道

德经》则告诫我们凡事要从细节入手，

才能在社会交往中更加得心应手，不断

完善自身的交际礼仪，“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传统文化

强调的“知行合一”，包含着深厚的人

性情感、丰厚的文化内涵，能够通过构

建人文精神和价值认同，潜移默化地引

导人们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在当代

语境中，传统优秀文化对营造和谐正义

的社会氛围具有非常大的价值，释放着

时代光芒，能够引导人们见贤思齐，闪

烁着人本主义的德育理念，“仁义礼智

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等道德

观念，能够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防止

道德滑坡、维护社会稳定，激发人们树

立共同道德追求与崇高的理想信念。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

依托“血缘、亲缘、地缘”纽带传播社

会道德风尚，能够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

道德文化，实现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在

海内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社会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

质相通、天然相联，能够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最真实的“生活情

景和社会氛围”，传承社会道德文化有

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对

历史时空的“集体记忆”，能够抵御外

来文化冲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激发

世代依存的道德情感。

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公德建设，提升

人民道德自觉与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德育资源对国家

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传

统文化亦安身立命的基础，其强调礼是

教化的根本，提倡要尊重长辈、为人

谦恭，这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德建设，净

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和

谐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传

统的和谐思想包括“贵和”与“尚中”，

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和灵魂。“和”境界

是一种多元与开放的状态，“和”是一

种普遍、整体的状态。“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坚

持原则的前提下，传统文化所崇尚的

“和”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是传统文化最高的道德准则，是中华

民族坚守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是人、

自然与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调节社会矛盾并达到“中和”的重要

途径。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中

国两千多年前倡导的“贵和尚中”的观

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道德密切融于我们每个人

的日常生活，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认为“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

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

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在此背景下，

我们应强化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树立

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

在提升人们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的基础

上，促进人们道德自觉，不断满足新时

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  

（作者为西安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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