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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

焦国成
(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

大成就、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这一体系应当是包含

了道德思想体系、规范体系以及包括器物在内的运行支撑体系的有机整体。它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优良文化基因，适合中国国情和民众道德生活，逻辑结构上完整而自洽，能深入人

心且行之有效，并能够与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密切配合的。它的研究域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历史形成与现有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

系的学理争鸣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社会认同以及中华传统道德体系及其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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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ist Moral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AO Guocheng
( School of Philosoph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moral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whole social system of socialism． China has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economic construc-
tion． The people at large become rich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rality syste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the urgent matter． This system should include the moral thought sys-
tem，the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organic whole of the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 including imple-
ments． It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herit the excel-
lent culture ge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suit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eople’s
moral life，be complete and self － consistent in the logic structure，win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and
be effective，and be abl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economic，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It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the existing structure，operation sys-
tem，academic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nd exploration，social identity，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system an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al system of socialism; research field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体系、政治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体系等相互配合和支撑，共同维系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序



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得到了初步显现。然而，与其他方面的建设成就相比，道德建设却不尽如人意。这种不尽如人意虽然可

以罗列很多，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让人民满意且行之有效的道德

体系。虽然一个又一个的道德提法或道德规范见诸文件和报端，但大多都停留在道德宣传的层面，并没

有深入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并没有在维系社会秩序、整饬人心、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起到应

有的作用。因此，研究和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适合民众道德生活、完整而自洽、深入人心、行之有效

并与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密切配合的道德体系，是当代伦理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理解

体系之为称，在于其系统性、完整性和自洽性。社会主义是一个体系，它不仅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

系，还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和与之相配合的物质性的器物体系。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体系，不

仅有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包括经济、政治、宗法等制度体系，还有与之相配合的建筑、摆设、服饰、车
马、饮食和婚丧用具等器物体系。社会主义的社会体系当然也同样应该有思想、制度和器物相配合的完

整体系。如果我们的社会体系尚不完整，那就要不断地完善它。
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日臻完善，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

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愈是新生的社会体系，其完善性越需要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继

资本主义之后诞生的新型社会，因而它在完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系列巨大的挑战。苏联式的社会主

义体系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有的覆灭了，尚未覆灭的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也一直面临着诸多考验和问题，但改革开放使其焕发出了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生命

力。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道德体系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体系中思想、精神的部分。它具有一般的思想

体系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它有“实践 － 精神”的特质，即它不仅是精神性的，而且还是实践性的，或者说

它是以实践展现思想和精神，把思想和精神化于行为实践，集实践与精神为一体。道德作为一种思想、
精神，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之中。它是人内心深处的最高价值信念和最起码的行为基准，

并把这种信念和基准融化为人的良心和良知。它作为全社会所追求的高尚的、最好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总是通过少数道德先觉者得以建立和践行，并靠榜样力量的感染才进而把影响逐步扩展至整个社会。
这种生活和行为方式虽然愚夫愚妇亦能行之，但其至高境界即是智者亦难达致，故而总是带有某种神圣

性。它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体系，主要不是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最终是靠人的内在自觉才得以运行的。它

无处不在。在其他规则不起作用的地方，在无人在场的独处之时，道德仍然能够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以往社会的道德体系有着相同的共性，但它作为社会主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与以往的道德体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在严格地区分亲疏、尊卑、贵贱的基础

上，强调社会不平等的合伦理性，从而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维护封建阶级的特权和利益。资本主义道

德体系破除了封建主义区分亲疏尊卑的等级伦理，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和人的天赋自由人权，维护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交易自由，并把这种市场交易的自由扩展为道德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从而使其道德

体系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上的。为人民服务，忠于国家和公共利益，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

义，一切为了人民幸福，是这一体系的基本性质之所在。在最高道德价值信念和基本价值基准方面，它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在基本道德规范方面，它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规范相呼应; 在器物层

面，它体现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诚信、友善和和谐，展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和幸福生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指诞生并扎根于中华文明这块沃土上的、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相

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历史是不能选择的。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建设社会道德体系，就必须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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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选择走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

平 2014 年 2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国连续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博大精深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精神命脉和根本之所在，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世界道德体系的相互激荡中得以站稳脚跟并得以最终胜出的根基。深入挖掘

中华传统美德，阐发其具有时代价值的精华，推陈出新，使中华传统美德优良基因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应有之义。
任何社会的道德体系都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或挂在口头上的话语体系，而必然是在社会生活

中实际地运行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体系。仅仅停留在观念中的道德体系，那是学者对道德的个人构想。
只停留在口头上的道德体系，那是一些靠嘴皮子谋生之人的宣传。只有在社会中实际地运行并对社会

秩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起有效制约作用的道德体系，才是为国家所选择的主流社会的道德形态。一个

道德规范体系要成为社会的主流，必然要有使这一体系运行的支持系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

体系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和优良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还应当理解为一种使先进的道

德思想得以贯彻、使优良的道德原则规范得以实行的道德运行体系。两者的关系，就如同“身”与“体”
的关系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是与我国宏观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华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无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积累了极其丰厚的社会治

理和管理经验。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中华数千年政治经验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模式，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吸取中国社会治理历史经验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地实现社会

治理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治理寻求的是至善之治，即在去除旧社会一切不合理和不益

于人民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政策法令、教育模式、遗风旧俗、生活习惯等等，使宏观的国家政治法律制

度规矩和微观的日常礼节习俗都合乎社会主义的道德理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支撑系

统，并提出如何使其不断完善的思考和建议，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良性运行的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它将吸取人类道德文明的一切发展成

果，包括吸收西方道德文明中先进和合理的成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与之相同步的现有道德体系还只是一个雏形。然而，这是一个先进的和优越的雏形。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将不断提高和完善，越来越展示出其无穷的魅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五个研究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复杂的。它与我国的历史道德文化传统、革命道德传统、社会政治思

想、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社会风气、社会管理现状密切相关，也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息息相

连。因而，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研究，深刻剖析该系统的各种

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才能建设一个有特色的、自身相协调的社会道德体系。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历史形成与现有结构

自建国之日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已经走过了 60 多年的历程。反思这一历程，检视

取得的成就，分析目前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结构，对于未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构的历史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中华民族的道

德生活展现出了全新的样态，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构正式拉开了序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并不是在完全斩断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之前的革命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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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共产党人中涌现了一批伟大的道德思想家和革命道德的先行者，并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优秀革命道德传统，已经初步形成了革命道德体系。这可以视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准备阶段。反思这一历史，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本质和

精髓。明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产生年代，是在与以往道德发展嬗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也有既成的

理论前提。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发展过程上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内容上则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状况。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

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上，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际，形成了调整

具体生活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 在道德教育、示范和普及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实践模式。第二

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遇到重大挫折时期，主要是道德建设的指导思

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道德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被颠倒。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道

德文化分别予以了片面理解和彻底否定，道德沦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道德的现实生活基础遭到解

构; 在现实生活中倡导非道德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价值标准的混乱和人们行为的失范; 在道德教

育和示范方面，“假”“大”“空”东西盛行、道德楷模被神化、虚化。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

义道德体系得到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时期，首先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

系建设、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诸多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德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主

义道德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的结构系统并搭建了广阔的实践平台。
其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分析。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其基本结构包括价值核心、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和实践领域，并且也形成了一种彼此

互动的动态结构模式。梳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分析各构成要素的基本内涵，

研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特色”所在，找出其中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德体系。
其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完善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

系建设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与社会大众心

理相契合、与全球化发展相接轨。就目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还需要对如下三大问题

做出积极回应和应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如何更加全面地体现现实生活的需要，

即让道德建设既回归生活又引导生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如何充分吸纳和圆满整合多种

道德资源，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既体现中国社会的具体经验同时也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

可资借鉴的参照。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如何进一步提高其实践效度，即在掌握社会大众、
引领社会风尚、塑造高尚人格等方面更充分地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学理争鸣与探索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研究中，伦理学界的学者无疑在学理探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们的研究既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宣传口径相一致，又有独立的思考。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对社

会主义道德体系学理争鸣与探索的研究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拓展新领域、进入新层面、
力求取得新成果的关键; 也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学理上更具说服力，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

信服的关键。对这方面进行认真的疏理，集中伦理学界专业研究学者的智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德体系建设新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规范、范畴及体系构建方面的争鸣研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离不

开对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研究。这一理论研究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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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及体系建构等问题。近 30 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道德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现实形成，

伦理学界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同时对于这些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争鸣与探

索。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极其重要与必要的。
为此，我们需要从国内伦理学界学者们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伦理学教材中去归纳与整理他们关于社会

主义道德体系理论问题的争鸣及探索，以为研究提供厚实的资料依据。
其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及方法论争鸣研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该建基于哪种理论

体系基础之上，又该以怎样的方法来研究及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国内伦理学学者进行了积极有益的

探索。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将围绕着对如下方面问题的讨论展开: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

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国化的方法、路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该与中国优良道德文化相衔接，马克思主义

理论必须民族化、大众化，也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如何中国化的现实课题; 二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走出去”，面向国际舞台施展影响力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它不仅应该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指针，也应该成为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内

容，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

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现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四是构建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

义道德体系。道德与法律从来都是“治国”的两个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注重二者之间相互依

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其三，西方道德规范、美德合理性的论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广泛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

研究视野，伦理学研究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中，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坚持继承与吸收全人

类优秀道德成果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关注西方道德文化，提炼其中优秀成分为我所用成为我国伦理学

界学者们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围绕着西方道德规范内容、适用性，美德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合
理性等问题，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成果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提供了

积极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其四，应用伦理学领域中的论争研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始终是建基于实践，面向实践的。现

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围绕着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应用伦理学

的产生也充分表达了伦理学的实践特色。但是，围绕着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应用伦理学与伦理学之

间的关系，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原则，应用伦理学的具体内容等问题，伦理学界的争鸣是尖锐而复

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应用伦理学，也需要对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实问

题做出回应。因此，对应用伦理学领域内的论争研究就十分必要。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是思想体系和规范体系的支撑系统，是道德思想和精神化作实际

行动的关键环节。就社会治理来说，探索和建立当代中国社会良好而有效的道德运行体系是执政党需

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其一，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关于道德规范体系运行状况的历史审视。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道

德体系运行状态的历史审视，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道德规范运行体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坐标。
这部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及其历史经验的研究; 二是革命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的高尚道德的宣传、普及实践的具体方法及经验的研究; 三是建国以

来我国道德运行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我国的法律与道德体系相互协调研究; 此外还应注意一些民间

做法的研究。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之内在机制研究。道德运行的内在机制研究，包括道

德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研究。任何一个道德昌明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中国传

统社会，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有巨大的社会道德动员力量，其根本是形成了较完善的道德

运行的内在机制。由此，本课题的研究必须首先关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运行体系的内在机制，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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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包括: 第一，如何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总目标进一步分解和具体化到道德生活的各层次的

目标中去，形成合理的目标机制; 第二，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和道德社会化来引导个体的道德

需要，同时又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去推动和提升社会的道德需要，形成强大的动力机制; 第三，如何通过激

发社会成员的道德动机，完善社会回报机制，形成持续的激励机制; 第四，如何设置一个符合实际的、客
观的、可以量化的道德评价体系，形成客观的评价机制。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之外在机制研究。社会道德规范的运行是一个和社

会其他制度的运行相互支持，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可以说正是道德与制度间良性互

动的产物，由此确保了传统道德规范的良好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目标的实现，不只

是取决于道德本身的运行，还和其他社会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由此，本课题的研究也必须关注当代中

国社会的各种制度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相互支持，彼此互动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模式。主要研究

内容包括: 一是在生成机制上，探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自生和互成之间的关系; 二

是在运行机制上，探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自主和互动之间的关系; 三是在功能实现

上，探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自为和互补之间的关系。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之潜在机制研究。道德的存在遍及于人类生活的各

个领域，也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制度之中，这种最不具道德形式的运行恰恰是最具道德特性的运行方式。
古往今来的道德实践表明，“润物细无声”的道德运行方式最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的道德理想。事实上，

无论何种制度，尽管它可能不是具体、直接的道德规范，但只要制度的建构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共识，具备

了道德上的正当性，那么，它的运行及目标的实现，就是道德目标的直接或间接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

说，社会制度的运行就是潜在意义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行。由此，本课题的研究主要包括: 第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运行的形态和特征，探讨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良好的道德运行之间的内在关联。第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道德运行形态和特征，探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背景正义”的性质和功

能。第三，社会主义学校教育制度中的道德运行形态。探讨一个优良的学校教育制度与健全的道德教

育之间的必然联系。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社会认同研究

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道德提法和举措，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各种提法

和举措的效果如何，社会认同度如何，民间有怎样的呼声，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借助社会学、
管理学的方法，开展实证调研，对现行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与运行体系在民众中的认同度进行科学测量

和把握，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提供现实依据。
其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内容体系认同度调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并非一块僵硬的机械整体，

而是包含了多重内容和多层结构的复杂体系，而且每个部分对于具体社会成员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社会调查工作中需要设计出不同层次的量化指标，以此考察社会公众认同度的差异性与层次性。

其二，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认同度调查。深入调查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的内在机

制、外在机制及潜在机制的认同度，以此考察这一体系在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职业活动、社会交往、
建筑文化、民风民俗和民族性格中的渗透性与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总结现行运行体系中的成效

与所存在的问题。
其三，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认同度调查结果分析。在获得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德体

系的认同度作出总体的判断及成因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提供依据。
5． 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及其现代转化研究

中国传统道德是极为丰富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

息的思想，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这些思想理念

和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资源。但这些资源毕竟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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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既有过时的成份，也有超时代的因素。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需要我们结合时

代精神进行现代转化。
其一，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在结构研究。全面梳理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并研究其内在结

构与社会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统领性规范，家庭道德规范，政治道德规范，职

业道德规范等几个方面确定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在结构，进而梳理种种道德规范的核心内涵及

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而阐释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密切关联。
其二，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价值反思。全面梳理中国近代以来四次重

要的文化论争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批判、继承与改造，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时期: 一是清末变革

思潮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新、旧伦理在思想交汇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怎

样对待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成为这一时期不同思想学派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主要有洋务

派的“中体西用”论，维新派对儒家纲常名教的批判与国民道德改造思想，革命派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

的批判、继承与改造，无政府主义的“排孔”论等。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反孔”思潮与“全盘西化”
思潮中，反传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在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了价值重

估。其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新儒家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

了肯定性评判。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论争，这一时期各派的主张主要有: “儒学复兴”论、“全

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中皆包含了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不同立场的思考。
四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国学热”，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道德规范问题上存在着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对

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总结与批判，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中的积

极因素，为传统资源的“古为今用”确立合理的思路。
其三，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现代转化研究。依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

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探寻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现代转化的具体方案。这部分内容主要

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提炼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不朽性的元素，确

立作为传承和“转化”的资源; 二是在前述基础上，提出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现代转化的具体方案;

其三是阐释“转化”后的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间的承接与融合。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集思广义，进一步进行综合性整合和创新，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运行体系的建设。这两个体系应当是有中国特色和

中国气派，切实、简洁、层次分明、逻辑自洽、实际有效且为广大公民喜闻乐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相

协调、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与中国优秀道德传统和道德文化相承接，适用于社会主义

条件下的社会道德生活，可以为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实现高度的社会和谐、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长

久作用。

( 责任编辑: 余小江)

9第 1 期 焦国成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