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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视野中儒家忠德思想的多维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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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忠德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德目之一，也是常被人误解的道德范畴。欧阳辉纯教授的《传统儒家
忠德思想研究》一书从做人之忠、为政之忠等多维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梳理和考证，阐释了儒

家忠德思想的真正内涵，厘清了忠德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科学分析了儒家忠德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和价值，代表了新时期研究儒家忠德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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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学是教人“何以成人”的学问，人是文化
的符号（卡西尔语），文化是人们生活的样法（梁漱

溟语），人的生活无法割断传统，“抛弃传统、丢掉

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

因此，人无法逃离过去，无法逃脱传统，人们生活在

传统的掌心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

斯２５年致力于对“传统”的研究，终成力作《论传
统》，他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

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

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

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

会不可能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

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

性的改造。”［１］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

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就自然成为历代学人的职

责和使命。贵州师范大学欧阳辉纯教授正是认识

到这一点，勇于担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家忠德思想的研究，他

的《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是他这方面的代表

作。有幸精心拜读了该书，掩卷沉思，感想颇多。

笔者认为，欧阳教授的这部著作是国内研究儒家忠

德思想的优秀成果，也是一部儒家伦理学的佳作。

一、欧阳辉纯教授及其对忠德的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导

师欧阳辉纯博士是国内学术界研究儒家忠德思想

的学者，他对儒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执着的追

求精神，他常说，自己阅读古籍，有一种“身在尘

世，心游圣境”的感觉，正如明代儒者吴与弼说的

“睹道统一脉之传，不觉心醉”。对于他来说，“学

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人之不学，犹谷未

成栗，米未成饭也”“鱼离水则鳞枯，心离书则神

索”。他从２０１２年６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再到山东大学做政治学博士后研究这些年，

一直专注儒学尤其是儒家伦理学的转型和发展。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

史、中国儒学和中国哲学。在《孔子研究》《自然辩

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齐鲁学刊》等重要期刊

上发表论文５０余篇。主要著作有《传统儒家忠德
思想研究》（２０１７）《中国伦理思想的回顾与前瞻》
（２０１７）《理念与行为的统一：中国伦理思想论文
集》（２０１５）和《朱熹忠德思想研究》（２０１８）等，在
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２０１７年６月发表
在《广西社会科学》期刊上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儒学》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

学术界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他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

的一种新型的儒学，是儒学的当代发展与当代形

态。”［２］在这篇文章中，欧阳教授还对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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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儒学的研究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

入、细致地阐释。

儒家忠德思想研究是欧阳辉纯教授多年来一

直研究的方向，他把儒家忠德思想作为儒学创造性

转化和发展的切入点，取得了可喜的硕果和一定的

影响。忠德是伦理学的重要德目之一，它是儒学伦

理学重要的范畴，也是人们误读最多的儒家道德规

范。欧阳教授将忠德的研究分为“三部曲”，即忠

德范畴研究、忠德个案研究和忠德建设研究。在忠

德范畴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传统儒家忠

德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忠德个案
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是《朱熹忠德思想研究》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忠德建设研究方面，取
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２０１６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中国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的现代转化与社会忠

德建设研究”（项目编号：１６ＸＺＸ０１２）。围绕该项
目作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该项目即将完成。通过

多年来对忠德思想的研究，作者发现儒家忠德不仅

是政治道德原则规范体系，而且是一种完善的德性

体系。儒家忠德并不是与现代社会忠德建设格格

不入的封建糟粕，而是现代忠德秩序一个不可忽视

的保证，也是现代忠德文明质量保证的重要因素之

一，并为现代人类的生存指出可资借鉴的思想。

二、欧阳辉纯儒家忠德思想研究的理论内容

《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一书是欧阳辉纯对

儒家忠德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采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

儒家忠德思想的内涵、起源、发展和历史实践及其

当代价值。作者认为，儒家忠德思想是一个动态变

化的过程，他的研究不仅要从政治维度进行考察，

还要从文化维度和普通德性的维度去阐释，不仅要

从“臣对君”的维度进行理解，更要从“君对臣、君

对民、民对君、民对官、官对民、地方官员和属下之

间忠的维度加以考辨”，通过全面、系统、多维度地

对儒家忠德思想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传统忠德思

想的错误、偏颇的理解，还原了儒家忠德思想的真

实面目，对正确认识传统儒家忠德思想在历史上的

作用做出了客观评价，并为当今人们如何继承和发

展儒家忠德思想指明了方向。

（一）忠德含义之辨：忠德基础论

“忠”在传统社会中是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它

是儒家伦理学重要的范畴，也是人们误读、误解最

多的儒家道德规范。人们对“忠”的理解多停留在

政治层面上，多认为臣对君要忠、下对上要忠，一提

到“忠”，便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

亡，臣不得不亡”的“愚忠”。作者认为，“愚忠”仅

是忠德的一种践履方式，不是忠德的全部内涵，如

果把忠仅仅理解为“下对上”“臣对君”的单一维

度，很容易走向极端和片面化［３］４。鉴于此，欧阳辉

纯教授在广泛吸取前人对忠德研究的基础上，全

面、深入、系统、多维度对忠德含义进行考察。通过

对忠德起源及“忠”字意义的考辨，得出“忠”的科

学内涵：“忠”是一种全德，包括做人之忠和为政之

忠两个方面，其基本内涵是“尽己”［３］２。

从做人之忠的维度来看，忠德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尽己利人、待人以善、持事以敬。所谓尽己利

人，就是说要做到无私、专一、尽心竭力和忠恕统

一［３］３８－４２。可以说，“忠”体现了儒家做人的根本之

道。这从孔子的思想中可以窥见一斑。孔子提倡

正名，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

都要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最后达到像孔子本人那样“发愤忘食，

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无私境界，即孔子所

谓“仁”的境界。为人，不要事事算计，要随感而

应，恪尽职守，遵循“天理”，做到无私忘我，这是儒

家为人之本，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也正

像王阳明在《大学问》一书中的阐释，他说《大学》

就是阐述大人之学的一本书。何谓大人？王阳明

解释为：能以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看天下

像一个家，所有中国人像一个人。如果被身躯形体

所分隔，分你我、存己私的人就是小人。大人与天

地浑然不分，不是以一己的意思认为如此，而是人

本来就具有的仁心就是这样的。人本有的仁心就

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是大人、小人都有的，

只不过小人把自己的仁心限隔起来才狭小了。这

一仁心自然灵通而不昏暗，所以叫“明德”（光明的

德性）。小人在没有被欲望打动本心、被私心蒙蔽

本心时，他的本心是不昏暗的，当被欲望打动本心、

被私心蒙蔽本心时，使利害计较、怨怒仇恨在内心

交战不休，那时甚至骨肉至亲都可以残害，至此，原

本物我一体不分的仁心就亡失了、才昏暗的。大人

也会丧失其仁心，也有被私心蒙蔽的危险，所以，才

叫“大人之学”。通过修身，知行合一，割除被蒙蔽

的私欲，才能致良知，即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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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最高境界，也是为人之忠的最高境界。

也可以从存在论和目的论的角度理解儒家的

做人之忠。人既是自在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

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自由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

人是自为自由的存在，因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创造

性，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存

在，人不同于草木禽兽，“有生有气有知且有义”，

做人就要像人的样子，就如“一首曲子必须优美，

否则只是噪音；一种法律制度必须表现正义并且普

遍有效，否则就不成为法律”。所以，一名医生必

须尽心尽力治病救人，否则就够不上是一名医生；

一个朋友如果不仗义就不是一个朋友；一个人必须

有着做人的尊严，否则他就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具有

人的生理现象的存在。［４］可以说，儒家为人之忠思

想揭示了“如何做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

真谛，这些思想给当今迷失于物欲横流世界的当代

人提供了指路明灯。

从为政之忠的维度来看，为政之忠是指政治领

域中的一种德行和德性，这一忠德主要包括一心事

君、公忠爱国和明道救世等内容。儒家一心事君的

价值理念是希望通过作为“政统”代表的君来实现

儒家的“道统”，使“道统”的价值能够在实践中得

到呈现、落实和贯彻。因此，一心事君是实现儒家

“道统”价值体系的一种方式［３］５１。“一心事君”，包

括“爱君、敬君、谏君和不变节”等内容［３］５１－５６。儒

家公忠爱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核心，

也是忠德的精华，其主要内容包括“维护国家统

一，抗敌御侮、报国亡身，励精图治、心怀祖国，忧国

忧民”等［３］５７－６１。这一传统精神代表了中国的脊

梁，正如鲁迅所概括的：“我们自古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

法的人。”儒家明道济世强调个人社会责任、弘扬

社会正义、以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士们责

任感的集中体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代表了儒士们的价值

追求。“君子忧道，不忧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之所忧，正是为了广大人

民弘扬正义，最终实现一个“大同”社会，即实现所

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为政之忠与做人之忠是忠德两个不同领域，两

者在道德实践中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交

融，不分你我，区分这两个范畴，只是理论上的需

要，为了更好地论述两者各自的内容和特点。

（二）忠德观念的历史演变论

欧阳辉纯教授对历史上忠德思想进行了细心

梳理，把儒家忠德在中国漫长的伦理思想发展分为

整合与创建、发展与抗争、批判与重构等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四家对忠观念的整合

与创建做出了贡献。从德性伦理学角度看，先秦儒

家把忠德整合为“德之正也”“令德”“全德”，使忠

德成为众德之基。从政治道德角度，先秦儒家把三

代以来“上对下”的“忠”发展提升到了忠德在实践

上具有平等性、互惠性的层面。从忠德实践角度，

先秦儒家提出了忠德的层次性内涵。孔子认为，忠

德至少包括四个层面的内涵：为子之忠、为弟之忠、

为朋友之忠、为臣之忠［３］７１－７８。墨家认为“忠”是

“天德”在人类社会秩序中的德性体现，在人类社

会中要建立“兼爱”的社会秩序，以与天德相配。

道家反对忠德，认为忠德是统治者为自己谋取利益

的手段，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提

倡“无为”，对儒家忠德思想提出了批判。法家主

要强调忠德的政治层面内涵，主要强调臣对君的

忠，认为忠是人臣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品质，也是人

臣为官行事的道德操守，体现了“君为臣刚”的初

步政治道德原则［３］８７。

汉唐至明清之际，是忠德思想的发展与抗争阶

段。这个时期，为政之忠得到强化，做人之忠体现

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汉儒提出“三纲”，这成为

这个时期忠德的基本内容。唐宋时期，忠德思想趋

于成熟，其标志是一方面出现了经典著作《忠经》，

另一方面忠德思想得以理学化的论证。明清时期，

由于皇权专制思想得到加强，忠德思想出现抗争的

局面，一方面直接批判君主专制政府，另一方面与

专制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３］１１９。

近现代以来，忠德得以批判和重建。近代中国

经历了“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

寻求救国的良方，维系中国几千年生存和发展的传

统文化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尤其是传统忠德思想

遭到了最彻底的批判，从主张改良的维新派到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不对忠德思想进行全面、彻

底地批判。批判是为了重构，批判的同时，陈独秀、

孙中山等人对传统文化和忠德思想进行了重构，建

构新的道德、新忠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用“忠于人民”这四个字来全面概括新忠德的内涵，

这是对传统忠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三）忠德实践论

儒家伦理注重知行合一，强调美德与规范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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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德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也是如此。忠德体现的

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人性、一种做人的根本，

更是一种实践活动。立德、立言、立功是儒家忠德

实践的主要表现方式。如何培养一个人的忠德品

质，也是忠德实践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忠德离不开实践的主体、

客体。忠德实践的主体是指忠德的实践者、认识

者，或忠德对象性活动的行为者本身。忠德的客体

是指忠德实践的对象、认识的对象，或任何忠德主

体行为的对象本身［３］１３７。自孔子创立儒家以后，忠

德的主体主要是儒士或者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们

具有人格独立性、道德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公”的

忧患意识。忠德的客体主要有两种：君主———有条

件客体；民众———无条件客体［３］１４５。君主之所以是

有条件的客体，在儒家看来，这个条件就是君主必

须有德。只有有德的君主才是儒家效忠的对象。

民众之所以是无条件的客体，在儒家看来，君权来

自天命，但是，天命最终落在民意上，所以，儒家强

调的是“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忠君的终极目的

也是为民。“治国养民”“民贵君轻”，这些都说明

民众是忠德的无条件客体。

忠德的实践类型主要有三种：立德、立言、立

功。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致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是立德的体现。德者，国之基也。人无德不

立，国无德不兴，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儒

家思想又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

的根本，是社会的灵魂，是人类发展前行的根本指

针。难怪梁漱溟先生称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早熟

的文化，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人如果丢掉了“德”，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

族、这个人就会失去灵魂，物质再发达，也无济于

事，人类也不会幸福，当下的时代正是如此。梁漱

溟晚年的预言没有错：儒家文化的复兴，将是人类

的希望，是人类的前进方向。立言之忠在实践中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议，二是不虚美、不隐

恶，三是直言进谏［３］１６４。清议是士大夫讽议朝政、

臧否人物、评论时政的一种方式。不虚美、不隐恶，

就是指在评价、记录人物时，对事实采取价值中立

的态度，全面客观记录事实真相，这是立言之忠的

重要体现之一。直言进谏是士大夫对君主、王公大

人的过错和邪恶毫不讳言，怀有杀身成仁、舍身取

义的精神忠言直谏，它体现了儒士们弘扬正义、以

天下为己任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立功之

忠是指儒士们做事方面，力争做个名留青史、世代

受人称赞的有功之人，力争实现“内圣外王之道”，

做一个对社会有功之人，它与立言、立德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明道济世、建功立业、为民

造福。

忠德品格如何养成？欧阳辉纯教授认为应当

从文化教育、个体修养、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努力。

文化教育方面，欧阳辉纯教授强调“人是文化

的符号”，有文化方能为人、方能成人，教育是一项

使人成为人的事业。一个人的教育主要通过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渠道。家庭教育对

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不经过教育自然成为的父

母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父母的言传身教、良好的

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古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不无道理。社会

想培养什么样的人，首先要培养社会需要的父母，

为人父母要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教育，才能成为称

职的父母。要培养忠德的品格，首先在家庭中父母

要具有这样的品格，这是培养忠德品格的关键一

环。学校教育是忠德品格培养的重要基地。学校

是一个人接受专业教育、知识教育、品德教育的重

要场所，在忠德教育上，学校需要在教育方法、教育

原则、教育内容上下功夫。社会教育对一个人忠德

品质的养成也具有重要作用。人是社会存在物，不

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一个人的品德是通过社会舆

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一个社会弘扬

什么理念、褒扬和批判什么价值观，对一个人的品

格养成至关重要。

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最终要靠内在的力量，

靠自己内心的接受和认可，所以，忠德品格的养成

除了外在的教育外，还要靠个人内在的个体修养。

欧阳辉纯教授认为，对于一个人的忠德品格养成来

说，个体忠德修养是终生的，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

忠德思想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实践修养。［３］２７０

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士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们

强调儒学是实践之学、生命体验之学，注重知行合

一、身心和谐、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王阳明心学是

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

知”等思想就是对当时朱子不重视反求内心的道

德根源只专意于穷究学问而陷入支离、困难进行思

考的成果。

忠德品质的养成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一

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对一个社会成员忠

德品格的养成非常重要。正义的环境需要正义的

制度保障。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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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

论，无论它怎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

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

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

改造或废除。”［５］所以，忠德品质的养成需要一个

完善的制度保障。

三、欧阳辉纯忠德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忠德是儒家伦理学重要的范畴，也是常常被人

们误读的儒家道德规范。欧阳辉纯教授采用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创造性地继承和

发展了儒家忠德理论，澄清了儒家忠德的真正内

涵，厘清了忠德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科学分析了

儒家忠德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意义和价值，代

表了新时期研究儒家忠德思想的最新成果，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从学术价值来看，对儒家忠德思想真正内涵的

澄清，批判了人们对儒家忠德思想的错误观念及其

认识，树立了对儒家忠德思想的科学观念，这对于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人们对传统文化往往没有经过精细的研究和分析，

不假思考，或者道听途说，或者一知半解，于是便把

这些认识接受下来，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他认为的样

子，别人对传统文化持否定观点他便对传统文化加

以批判，别人赞扬他就欢呼，人云亦云。可悲的是

一些所谓的“学者”也是如此。正像欧阳教授所

说：“在中国，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来

自想当然的假设，或者来自一些带有成见学者的介

绍，而没能够自己真正深入经典，认真地看看儒家

的《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是令人遗憾的。一

些学者对忠德的认识也是如此，认为儒家忠德只是

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服务的，是过时的东西，在当

代没有多大价值。这种看法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

儒家忠德的价值。儒家忠德和其他文化价值一样，

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它也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３］２４８对忠德观念的历史演变的清晰梳理和

对忠德实践的考察，丰富了儒家伦理的理论，为当

代儒学的研究和复兴做出了出色贡献。对儒家忠

德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科学评价，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从实践意义来看，欧阳教授儒家忠德思想的研

究对当今社会道德的建构、价值观的弘扬具有重要

意义。当今社会物质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可是人

性并没有多大进展。正像《历史的教训》所总结：

我们尚没有培养出足以阻止我们贪婪、自私、好斗

本性的道德规范。我们认为在人性方面并无本质

上的改变，所有科技方面的进步，都只能视为是完

成老目的的新方法而已———货物的取得，两性的互

追，竞争的取胜，战争的格斗，莫不如此。在我们觉

醒的时代，有一个令人失望的现象，乃是科学是中

立的……我们行走的速度二倍、三倍、百倍的增加，

但是也丧失了我们行走的勇气。就是我们像用两

条腿每小时行两千里，我们仍是穿上裤子的猿

猴。［６］从近几年来一些冲破道德底线的事件也可

以证明这一结论。从小悦悦事件、地沟油、毒奶粉、

人贩子，到最近发生的疫苗事件……在这个喧嚣浮

躁、人们被贪欲牵引、欲望狂欢的时代，儒家忠德伦

理思想大有作为。从做人之忠来看，它要求一个人

尽己所能做人该做的事，做到像个人的样子，“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最终达到去私欲、循“天理”无私忘我的境界，

这才是真正的人。从为政之忠来看，要求执政者忠

于职守、忠于人民，以天下为己任。如果儒家忠德

伦理在当今能够贯彻和落实，如果今天的官员都能

遵循儒家忠德伦理而行事，那么贪腐问题就不至于

这么严重，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会大大提高，社会

会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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