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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经典中具有“厚德载物”与“诚信无欺”的思想，但对于中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而

言，儒家思想却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如何使全球伦理准则信念化或信仰化须探寻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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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诚实在“全球伦理”思想体系中是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之一，也是四对核心价值中的一

对。这样的定位有其自身的逻辑推演，是站得住脚的。人类现存各种伟大而古老的宗教与伦理传

统确实都有宽容与诚实的要素，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哪怕是那些并无悠久历史可以自夸的宗

教与伦理新思想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成分，否则就不能被世人广泛接受。

然而，面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思想体系都要面对

道德滑坡的现实。因此，在确立了宽容与诚实在全球伦理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们要思考的问

题便是：如何让宽容与诚实信念化或信仰化，以保障这一对核心价值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本文拟

扼要阐发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源，进而指出严峻的道德现状，并探讨道德价值信念化的具体路

径。

一、儒家论宽容与诚实

中国儒家这一伟大而古老的伦理传统中有着宽容与诚实的要素，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传统的

核心文本，其中不乏关于宽容与诚实的精辟论述。试举要述之：

在儒学思想资源中，宽容的精神源泉是“厚德载物”。“厚德载物”一语原出自《易·坤》。“坤：元

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彖曰，至哉坤元，万

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

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的意思是说：大地以其博大的胸怀承载着万物，以其巨

大的内力孕育着万物。人的德性也应如大地一样宽广，力量也应如大地一样浑厚。可见中国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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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先哲极为重视人的心地善良和胸怀宽广。

其他相关论述则有：

与人不求备，检身基不及。［!］（"#$%）

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厚德载物，关键是一个“德”字。厚德之人，能容他人所不能容，能载他人之所不能载，也才能成

得了大气候，才能为人类，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厚德之“厚”，既含有深意，也含有广意，只有既深

且广，才能具有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的胸襟。有德不难，而能“厚”，这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了，

而只有德厚之人，才能载得了“物”。这就像深沉浑厚的大海，能够载得动无数艘万吨巨轮一样。若

是个小河沟，浅浅的，虽然也有水，可正因为其浅，所以派不上多大的用场，承担不了多大的负荷。

所以说，宽容的精神，应体现在一切方面。不管是对亲人，对朋友，对上级，对下级，对老师，对学生，

对社会中其他公民，都应该如此；对自然万物，生态环境，亦应如此；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也不例外。

以民为友，以物为友，友善和睦，直至大同，让环球同此凉热。这当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伟大

胸怀。

儒家伦理体系以仁为道德原则，以义、礼、智、忠、信、孝悌等为道德规范。作为儒家基本道德规

范之一的信就是诚实或诚信。《说文》、《尔雅》等书都训“诚”为“信”。因此，在我们今日的语境中，

信就是诚，诚就是信。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诚在儒家思想中不仅是道德规范，而且是道德本体，但

为了与全球伦理的思想体系相对照，我们着重揭示其作为道德规范的意义。这方面的经典语句可

以列举许许多多。

“诚”作为天道：

诚者，天之道也。［$］（"#*+）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

“诚”作为人道：

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诚”具有本体论和道德论的双重含义。“诚”沟通着“天道”与“人道”，“诚”

是“天”、“人”合一的关键，没有“诚”，既无法认识和体察天之道，也无法认识和把握人之道。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微，微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后，所以载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

诚实或诚信作为道德规范：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由上可见，宽容与诚实在儒家思想宝库中不乏精辟的论述与形而上的提升，但重点落在了精英

人物（君子）的个人修为上，至于如何进一步使之向下延伸为社会、党派、团体、民众的交往准则，中

国的思想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宽容与诚信也没有普遍化为广大民众的信

念，或者说没有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民众的首要道德规范。我们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出，诚实相

对于儒家伦理体系的其他核心价值———仁、义、礼、智、忠、孝而言，是配角，是点缀，缺乏优位性（-./0
1./23），仅在有限范围内通行。因此，我们在肯定儒家思想体系中有宽容和诚实的要素的前提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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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儒家有关宽容和诚实的论述重新诠释，使之成为提升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养料。

二、诚信的遗忘和抛弃

面对先贤的精辟论述，我们不能否认儒家伦理体系的思想价值；而面对现实生活，我们也不能

漠视严峻的道德现状。我们可以说，宽容与诚实的信条留存在我们的典籍和教科书中，但它们在中

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普遍化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

据报载，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人背了七个背囊———美貌、金钱、荣誉、诚

信、机敏、健康、才学；在过河的时候，一个船工告诉他必须扔掉一个背囊才可以过得去河。这个年

轻人扔掉的是“诚信”，请以此为题做一篇作文。”高考结束后，有记者挑选了一些名人来回答这个考

题，这些公众人物没有人表示自己会首先扔掉诚信，但明确表示最后留下诚信的亦只有一人，还有

一人表示哪怕是淹死也不能扔掉诚信。!

我无从得知有多少考生会表示扔掉诚信，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考生会将诚信保持到最后，任何情

况下都不抛弃，哪怕过不了河，哪怕淹死在河里。但我猜想，绝大多数考生不会把内心真正的想法

说出来，而会从尽可能得高分的现实目的出发，揣摩出卷者的意图来构思和撰写这篇作文。

从这则事例来看，现代中国人的头脑中不能说没有诚实的概念，他们知道要诚实，也知道诚实

乃做人之本，但与其他价值相比，诚实没有被选为道德行为之首要准则。这里的差别仅在于：保持

诚实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诚实有没有优位性，而只有具有优位性的道德规范方能称得上是真

正的道德准则。

在现代社会中，要做到无条件的诚实十分不易，或者说几乎已经不可能。从小学到博士生的各

级教育都要求人们诚实，但一些典型的考试作弊事件几乎使所有考生怀疑考试的公正性，进而引为

自己作弊的理由。一位中学生回家对父母说英语考试没考好，原因是在考试过程中不断接到其他

同学的纸条，向他询问答案。一次小小的考试事件几乎将家长对他“宁可考零分也不能作弊”的教

育效果化为乌有。一个反问———“你们大人就从来没有撒过谎吗”，也使我们这些将要知天命的人

感到汗颜。

当我们把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作一联系，那么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缺乏可操

作性”的缺点表现得非常明确。面对道德滑坡的现状，表明我们的道德教育有着体制性的缺陷。

三、宽容与诚实的信念化

全球伦理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机构，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教会和宗

教团体，有权对别人说谎。”［!］（"#$%）要使宽容与诚实成为个人、社团、政党、民族、国家的行为准则，

我们仍旧需要借鉴其他文化传统对宽容与诚实的解释。基督教神学家潘尼卡说：“如果使用一个不

为某个特定文化结构所知的概念是可行的，如果它能成功地嫁接到另一个思想体系（如基督教的）

上去，那么这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它多少已和作为东道主的文化和宗教世界有某种同质性，以致

它可以在那里存活。⋯⋯尽管希腊和基督教的逻各斯概念具有同质性，但前者必须以新的意义提

供某种亲和性，这种新的意义一旦被采用就会被提升。”［&］（"# ’’!）我们在肯定宽容与诚实在各大宗

教与伦理传统中的普在，但仍旧不可忽视其在具体文化处境中有程度不同的理解和应用。要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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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把宽容与诚实当作具有优先性的道德准则来奉行，我们还有非常遥远的道路要走。我们需要

问：除了呼吁和倡导，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已经推行数千年，它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能够坚守仁、义、礼、智、忠、信、孝

悌等道德原则和规范，并把它完善地人格化地体现于社会。它要求人们成就理想人格，入世治世，

实现改造社会的宏愿。即使不能通过政治的途径去改造社会，也仍要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

以人格的力量间接地去影响世人，改变世风。不管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如何，它至少还是知识精英们

的道德准则。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宽容与诚信成了与市场经济相左的东西。身负社会教

育功能的知识分子自身道德大滑坡，连承担弘扬优良传统重任的人文学科学者也难以维持狭小的

学术圈的道德水准，更难以在实际的生活中做亲身实践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躬行君子”。宽容与诚

实在许多人心中就好比柏拉图笔下被那个数学童奴遗忘了的几何学知识，虽然知道它们的名字，但

不知其真义，更不会在任何时候无条件地遵循。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有利益纠纷，宽容与诚实就都

会被置诸于脑后。

要推行宽容与诚实这一对核心价值，必然要使之信念化与信仰化。而教育无疑是实现这一目

的的工具。在这个方面中华民族需要借鉴世界各大宗教的伦理规范信念化或信仰化的历程与经

验。例如，基督教诞生之初，并无独立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直到公元四世纪，才有人试图对基

督教的道德思想作系统总结，而过去了九个多世纪以后，才有真正的哲人托玛斯·阿奎那的出现。

这位受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训练出来的人，承担起了完成天主教道德体系的任务。”［!］（"# $%!）基

督教最核心的东西是上帝信仰，基督教道德设定了上帝的存在。“基督教伦理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

各种形式的世俗伦理学⋯⋯就此而言，它的道德直接来源于人对于上帝的关系。”［$%］（"#$&’）上帝是

无限的，上帝是爱，爱是打开基督教道德和基督徒善行本质动因的一把钥匙，基督教所有道德规范

的骨架就体现于耶稣的上帝之爱。这种基督教的爱可与其他许多美德紧密联系，如慈善、人道、宽

恕、无私、诚实等等。耶稣在世时，希腊罗马世界的道德标准中并不包括这些美德。但基督徒们都

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上帝的道德法则终将立于全世界。在基督教早期，一个人要想成为初学者（新

信徒），在考试之后就可以被接纳，而所谓初学者的名称就表明它必须接受教育。为了做到这一点，

早期使徒教父著作中就有“十二使徒遗训”（()*+,-）这样的洗礼问答，可见在新学者的早期，道德教

育尤其突出，此项教育完成后，再进行其他教育。我们不能说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完全成功

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教育历经两千年已经将确立了宽容与诚实在国民道德规

范中的优位性或优先性。它至少不允许政治家可以公开对民众撒谎而不丢掉选票，也不允许团体

或公民可以撒谎而不受法律和舆论的约束，更不允许任何人可以做了不道德之事可以心安理得。

为了应对道德滑坡，中国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他们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无

法从思想体系上肯定宽容与诚实的优位性，更无法将之与儒家的“终极存在”成功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由于儒家传统在上个世纪的大断裂，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还有大量理论工作要做，而

以超越各种宗教、伦理思想体系为特征的“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能否在中国普遍推行，也有待于

宗教学界和伦理学界人士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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