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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专家论坛论文辑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不断推动政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胡亚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提到了十个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
有高度契合性的传统文化理念。其中就有“讲信修睦”这一传统
道德观念。“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是讲求诚信，建立和睦关系。
古人认为，一个社会，只有人人讲诚信，社会才能展现和谐之美。
以诚信为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诚信之德是维系良好社会
秩序的纽带，在传统道德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儒家看来，诚
信在个人发展、人际交往、国家治理以及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诚信的重要品格在于力行。

诚信是立身之本
对个人来说，诚信是一个人立身社会必备的道德品质。儒家

将君子作为修身的理想人格。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诚信是君子的做事态度，是衡量
君子的行为标准，也是人们立身社会的道德基础。子曰:“人而无
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 ”这里就
把诚实守信的品格比喻为车子上輗軏这种重要部件，一个人没有
诚信就像车子缺少了輗軏一样, 无法在社会中前行。孔子还说: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
里，行乎哉？”也是说明一个人在社会立身谋求发展的关键因素就
是讲诚信，不讲诚信, 任何人在社会上都将无法立足。诚信品德
还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关于诚信的经典论述还有很多，诸如“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主忠信, 无友不如己者, 过则勿惮改”“吾日
三省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都是强调要将诚信作为一个人在
社会中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

诚信是交往之道
在社会中，诚信是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孔子说：“与朋友

交，言而有信”。交友时还须审慎择友，交往益友。子曰：“益者三
友, 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
便佞, 损矣。”要与正直、诚实守信、博学的人交朋友，不可与口是
心非、花言巧语、善变的人交往。这里就强调了交朋友一定要重
视诚信。孔子还曾表达过自己的人生追求是“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怀之”，希望朋友之间能互相信任，以诚相待。由此可见，
讲诚信是建立起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诚信是立业之基
在经济活动中，诚信还是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以孔子为代

表儒家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孔子虽然主张重义
轻利, 但是并不反对从事经济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孔子对于追求
正当合理的经济利益是支持的，他说:“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
士, 吾亦为之”。孔子反对的是不择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提

倡的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他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
浮云”，意思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富和尊贵，对于他来说就
好像天空中的浮云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说：“富与贵,是人之
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富裕和显贵是人们都想
要拥有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取得，君子也是不会享有的。
由此可见, 孔子强调的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去获取个人财富与地
位，这个正确的方式就是要合乎道义，而合乎道义的一个重要标
准就是诚实守信。历史上就有很多著名人物通过诚实守信取得
了巨大成就。例如，春秋战国之交的范蠡，又称“陶朱公”，他重视
诚信，经商有道，被后世的生意人，尊称为“中华商祖”。

诚信是为政之道
对国家来说，诚信是治理国家、维系民心的根本保证，是关乎

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儒家强调“为政以德”，其中政治诚信
最为重要。对于诚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论语》中是这样阐
述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
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
就说明, 在治国之道中, 孔子认为诚信比兵强马壮、丰衣足食还
要重要, 治国理政的关键就是为政者要诚实守信，只有这样才能
获得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拥护这个国家才能强大。孔子
还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也是强
调为政者要以诚待民，这样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有效治理国家。

诚信重在力行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认识，更是人们的

行为准则。讲诚信，要重视践行诚信, 要做到知行合一。孔子曾说
“言必信, 行必果”,就是强调人们要履行自己的诺言。“言必信”,就
是对自己说出的话一定要恪守信用;“行必果”, 就是对于自己的诺
言一定要果断履行，决不能只说不做，拖泥带水。在《论语》中, 还
有许多论述都是讲要力行诚信，“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敏于事而
慎于言”“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先行其言而后从
之”。从这些话语里我们能够看出，诚信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实践，口
头承诺只有落实在行动中，做到力行诚信，才是真正的言而有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诚信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诚
信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诚信建
设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在新时代新
征程中我们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就要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
传统美德。在传承传统诚信文化时，既要吸取传统诚信思想中的积
极因素，又要摒弃其中的落后成分，同时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不断丰
富其文化内涵，促进传统诚信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的交融，实现诚
信文化的时代升华。要构建现代诚信文化体系，培育诚信文化意
识，发挥诚信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推动高质量诚信建设。

（作者系曲阜市委党校副校长、正高级讲师）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诚信观
■郑治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
德”等十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作了高
度概括，这其中，报告以“亲仁善邻”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天
下观。中华民族“亲仁善邻”的天下观以儒家文化作为底
色，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从古到今，“亲仁善邻”都
是中华文明的一贯处世之道，它在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
交中仍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具有十分鲜明的时
代价值。从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思想来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以和为
贵”等优秀思想智慧的创造性融入无疑也为其点亮了中
国特色，添加了思想动力。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与
创新仍需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所深蕴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丰富思想智慧作为
源头活水。

“亲仁善邻”语出《左传·隐公六年》。据《左传》记载，
鲁隐公六年五月十一日，郑庄公的军队攻打陈国，大获全
胜。在此之前，郑庄公曾请求与陈国讲和，陈桓公不答
应。大臣五父劝谏陈桓公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
里，“亲仁善邻”一般理解为与仁者亲近，与邻邦友好；也
可以理解为亲近仁义，友好邻邦。长久以来，“亲仁善邻”
一直是中国人人际交往所遵循的重要指南，也是国际交
往所奉行的重要原则。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华
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中国人的这种“亲仁
善邻”的处世之道，由儒家的仁爱精神立基，是儒家仁道
原则从人际交往向国际交往逻辑延伸所形成的思想智
慧。众所周知，春秋末期，礼坏乐崩，周文疲敝，孔子以

“仁”释“礼”，开创儒学，将“仁”提升成为了儒家人文传
统的重要精神内核和思想支撑。子曰：“人而不仁，如礼
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千百年来，在
以“仁”为重要内核的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立身处世
往往都以“求仁”“成仁”“行仁”“为仁”等作为目标和要
求。《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
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
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以“仁”作为原则，以“能
近取譬”作为“仁之方”，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向来主张
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忠恕之道待人，做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论语·雍也》）。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也一贯主张要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以和睦之道待邻，做到“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守望相助”（《孟子·滕文公上》）。那
么，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睦邻”“善邻”
呢？对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很多的远见卓识，颇
值得吾人深思和借鉴。

比如，孟子以孔子的仁学作为思想旗帜，在国家交往
中提出了“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孟子·梁惠王下》）的“交邻国之道”，并对那种以邻为
壑、危害邻国的做法进行了尖锐批评。《孟子·告子下》载：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
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
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
恶也。吾子过矣。”孟子认为，以邻国为壑，这是仁人所厌
恶的无耻行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当以仁
相交。再者，对于如何实现与邻国的“相亲”“相信”、患难
与共，《管子》提出了“内行法度，外行理义”的主张。其言
曰：“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
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管子·形势
解》）此外，《六韬》还通过“利天下”与“害天下”、“安天下”
与“危天下”等正反情况的对比，揭示了“天下太平”之
道。其言曰：“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
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
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
天下者，天下灾之。”（《六韬·武韬·顺启》）综上可见，以仁
义（理义）相交，以邻国为伴，做到“利天下”“安天下”正是
古圣先哲为我们所指明的睦邻、友邻之道。很显然，上述
这些如何睦邻、友邻的古老思想智慧对当代中国发展“亲
仁善邻”的新型国际关系仍有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不断完善了外交总体布
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
造力显著提升。”诚然，新时代中国外交事业的巨大成功，
首先以我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有力支撑，但也与我国
的外交思想、政策和实践密切相关。新时代中国外交思
想的丰富和发展既立足于我国对外关系的客观实际，又
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这其中就包
括“亲仁善邻”的外交思想和智慧。“亲仁善邻，是中国自
古以来的传统。”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将以中华民族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作为重要指引，坚持
“睦邻、安邻、富邻”的友好政策，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向亚洲、向世界庄严承诺的，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
周边国家。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亲仁善邻”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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