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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比较初探

吴小军,周  围 ¹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树立道德榜样充分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导向 ,道德榜样教育会影响普通大众的价值取向,对于提高整

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道德榜样教育意义入手,将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进行了初步比较,

它们的共同点有: 鲜明地时代性、特定的阶级性、明确的目的性 ;两者差异性有: 道德人格层级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服务对象

不同、宣传载体不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道德榜样精神是和谐社会所需的崇

高精神, 道德榜样的宣传上要体现以人为本, 树立道德榜样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 树立道德榜样能推进公民的个人品

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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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中国首次开展评选道德模范活动,这一活动对

加强公民个人品德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和作用。本文重点围绕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

的异同进行论述, 提出树立道德榜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启示。

一  道德榜样及其教育意义

道德榜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理想人格 (或道德理

想 )的典范、楷模, 是一定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具体人物

身上的集中反映。道德榜样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它是一

定社会依据社会制定的道德准则、规范、评价,对其社会成员

进行道德价值导向, 引导受教育者学习、模仿道德榜样, 使受

教育者的品德与其所模仿者的品德接近、相似乃至相同 [ 1]。

道德榜样的教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确立社会道德价值导向。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原

则、核心、规范, 都能从道德榜样身上找到, 从而将道德榜样

的导向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公

民, 总是按照社会要求和自身需要去设计、追求和实现理想

中的道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确立和完善道德价值,顺理

成章地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社会的道

德价值标准具有一元性, 道德榜样是体现社会主义社会道德

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 树立道德榜样就是彰显社会道德价值

导向。

其二, 引导个体道德行为。树立道德榜样能引导个体道

德行为, 正如英国教育学家洛克所说: 由于儿童通过榜样比

通过告诫学得更多,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提供好的典范来教给

他们更多的东西,儿童会热切地模仿有道德的人的行为, 特

别是当人们赞许他们这样的做法时 [2]。由此看出,榜样在道

德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榜样所具有的引导价值就在于

通过榜样形象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和感

染受教育者,从而激发学习者的潜在能力,使之向往、追求高

尚的道德行为,进而外化为学习者的行为, 提高自身的道德

行为。

其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树立道德榜样, 让更多人去

学习效仿,提高自身的素养, 使整个社会道德得到提高。建

设良好的社会风尚, 形成互助友爱、融洽相处的整体社会环

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大力加强

公民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

2007年 9月 20日全国评选表彰来自基层的道德模范, 用他

们的先进事迹感召人民群众,对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营造知荣辱、树正气的氛围, 推动良

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  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比较

(一 )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

中国传统道德榜样,一般是指从先秦时期到清代这段时

期内所树立的道德榜样。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只有道德意识,在阶级社会里才有道德。中国传统的道德榜

样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历史名人;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这些道德榜样的事迹通过正史、野史、民间传说、小说、山海

经、诗歌和戏剧等方式进行传播。道德榜样的事迹及其精神

往往比其人本身的影响更为持久。如克己奉公的大禹; 宽厚

待人的舜; 笃实宽厚的廉颇、蔺相如等;精忠爱国的屈原、岳

飞、文天祥、林则徐等; 勤俭廉正的海瑞、包拯等, 都成为中国

古代道德教化的范例。

中国现代道德榜样, 是指从中国革命时期至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所树立的道德榜样。这个时期的道德榜样所体现的

主要道德品质: 中国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奋斗精

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为人民服务、爱岗敬业、团结互助、

艰苦奋斗; 2007年评选的 53名全国道德模范所体现出的道

德品质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这些不同时期的道德榜样人物一般包括革命者、领导人

物、战斗英雄、科学家及工农兵学商的优秀典范人物。

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

定的阶级性、明确的目的性的相同点, 同时两者又具有不同

点, 主要有:道德榜样的道德人格层级不同、道德榜样的价值

取向不同、道德榜样服务的对象不同、道德榜样宣传的载体

不同。

(二 )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的相同点

1、鲜明的时代性。传统道德榜样和现代道德榜样都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提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一定具有时

代性, 每个道德榜样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他们

所处时代的历史环境提出了要解决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基本

问题和突出问题, 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道德榜样人物成长的

价值取向, 也赋予了道德榜样以鲜明的时代要求, 反映在他

们身上的道德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2、特定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 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

范体现了一定阶级的意志,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作为一

定道德原则、规范的形象化、人格化的道德榜样具有阶级性。

从古至今, 道德榜样无论怎么变换, 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树立道德榜样都是为本阶级服务 ,在阶级社会里这是永远改

变不了的实质。通过树立榜样这个有效的途径,使学习者的

头脑中形成相关的表象, 使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稳定

的人格心理定势, 乃至形成持久的德性, 最终符合阶级意志。

3、明确的目的性。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树立道德榜样

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个人从 /善0, 力图实现道德人格的完

美, 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和谐。我国古代的孔丘提出 /择其善

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0, 我国 20世纪 60年代, 树立雷

锋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 在 2007年评选了 53名全国道德

模范。通过树立这些模范榜样为个体提供了现实的典范, 践

行现实的道德评价标准。通过对道德榜样的宣传与学习, 让

更多的人去效仿, 优化自身人格, 从而达到所有个体从善的

目的。

(三 )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存在着差异

传统道德榜样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

形成的, 事迹大都贴近生活, 着眼于为人处世方面的规范,

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当时社会分工比较简单,道德榜样一般

为圣人、君子、贤人、仁者和善人。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职业种类不断增加, 家庭美德、职业

道德、社会公德也提出了具体的道德要求。树立不同层次的

道德榜样,符合不同领域的道德需要。

1、道德榜样的道德人格层级不同

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的

道德人格层级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道德榜样多为圣人、君子、贤人、仁者和善人,

道德人格层级比较高。其目的是希望社会每个人都成圣成

贤成仁,但在当时是不符实际的,因为普通人难以模仿、学习

和接受。例如古代对男子都要成圣成贤, 女子都要成贞妇烈

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难以达到。古代人民群众处于被统

治、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大量的时间为生存而从事生产劳

动,接受文化知识的机会甚少,无法关注成圣成贤成仁, 更谈

不上成圣成贤成仁。

中国革命时期的道德榜样都是大众们所认同的, 非常具

有代表性。其间涌现出了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0的国际主

义战士白求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等。在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人们要求的道德层级不断变化,涌现出

了刻苦钻研的科学家华罗庚、李四光, 爱岗敬业的工人阶级

代表王进喜、李素丽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间英雄崇

拜的气氛已经淡化, 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向平民时代过渡。

2007年评选的 53名全国道德模范, 可谓来源于民回归于

民,这些道德榜样来源于各领域和各层次, 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这些道德榜样体现不同层级的道德人格, 它有利于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彰显了全国大众所期望的道德榜样。

2、道德榜样的价值取向不同

树立道德榜样的目的在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促进社

会和谐,不同时代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 其中以儒家为

代表,儒家重义轻利, /国不以利为利也, 以义为利也。0在封

建社会里,所倡导 /义0的道德价值取向是要维护封建社会、

宗法、等级制度。如: 忠君与孝亲、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

四德等,每个人的行为规范都要受这个约束,让大家去遵循,

最终使人民大众的道德价值取向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导向 ,规定了其核心、原

则、道德建设领域。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基本原则是集体

主义,道德建设领域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

品德。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

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社会公德主要内容: 文明礼貌、助

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职业道德的主要内

容: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个

人品德主要内容: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

自强、敬业、奉献。通过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

品德四大建设形成道德规范体系, 通过树立和学习道德榜

样,开展四大领域建设, 加强公民道德修养, 培养高尚的道德

品质,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3、道德榜样的服务对象不同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禁锢人民的思想, 这个时期的

道德榜样是为封建阶级统治服务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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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道德曾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过长期的、深刻的影响。

封建社会道德产生于封建社会, 服务于封建制度, 也可以说

是服务于剥削阶级。封建时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道德榜样

的作用, 不遗余力的赞美和宣扬封建时期的忠君、孝子、烈

女, 让自己的臣民去学习效仿。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借用政

治的、宗教的乃至迷信的力量,强制性的推行这种道德规范。

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统治保持社会稳定,使统治者

更好地控制人民的思想。

从辛亥革命至今, 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旧

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三个时期树立的道德榜样是服务于这

三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战争时期, 树立道德榜样就是要激励和鼓舞广大人民群

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英勇奋战, 实现推翻封建

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建立新中国的

目标;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树立道德榜样就是要激励和鼓舞

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效仿他们,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 改革开放时期,树立道德榜样就是要激励和鼓舞广大人

民群众学习效仿他们, 积极参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4、道德榜样宣传的载体不同

宣传道德榜样的载体是道德榜样教育的重要环节和形

式。载体形式很多, 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和宣传媒体而不断的

更新。

中国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宣传载体形式简单。道德

榜样的宣传形式主要是以民间传说、小说、神话故事、诗歌、

戏剧和评书等为宣传形式, 它在当时还是有利于普通民众对

道德榜样的了解、学习和接受的。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先后出

现了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一直到今天, 中国人都

视他们为 /圣贤0, 将那一时期称为 /圣贤0时代。中国古代

道德榜样爱民、俭朴、无私的高尚品德至今还被人们颂扬: 大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的故事家喻户晓; 尧被称

为 /仁君0;舜的美德是宽厚待人和以身作则; 著名戏剧5海

瑞罢官6就是反映勤俭廉政的海瑞; /二十四孝0故事中体现

的孝悌之情、/三顾茅庐0体现出的谦和之德等, 都成为道德

教化的范例。

中国现代道德榜样的宣传形式是一种立体式的宣传, 形

式涵盖电视媒体、电影、报纸、刊物、互联网、论坛、报告文学、

传记等多种现代传播载体。尤其是 2007年评选的 53名全

国道德模范, 在宣传形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评选活动开

始,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确定了 308位全国道

德模范候选人,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设立专题, 刊登、播放

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进而主要事迹 ,报纸开辟特刊并大篇幅的

进行宣传, 网站上设立评选专题, 让众多普通老百姓了解候

选人的先进事迹, 通过各种形式对候选人进行投票, 在全国

上下形成了一种学习氛围。整个评选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

程, 让更多的人去学习、参与, 有利于大家去更好的学习效仿

这些道德模范。现代道德榜样的宣传形式的多样性、有效

性、实效性与中国古代道德榜样的宣传相比, 有了质的飞跃,

是古代宣传无法比拟的。

三  树立道德榜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社会主义道德是和谐道德, 它集中体现了和谐理念、崇

高的和谐精神、促进和谐的行为价值追求。它激励人们用和

谐的思维去认识事物, 用和谐的态度去化解矛盾, 用和谐的

方式去解决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树立道德榜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主

要有四个方面:

1、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榜样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所需要的崇高精神

社会主义道德榜样精神, 是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为基点,进而能够激励广大群众积

极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胡锦涛同志曾指出: /一个社会是

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

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没有良

好的道德规范, 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0 [ 3]这说明思想道

德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和谐

社会需要道德规范加以保障。开展道德榜样评选表彰, 引导

全社会学习和效仿先进人物,对于建立和完善符合传统美德

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规范, 培育注重提升个人品德,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道德榜样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 也体现

了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能够激励广大群

众互相帮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形成知荣辱、树

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2、树立道德榜样宣传上要转变观念体现以人为本

我们要转变观念,不能将道德榜样人物高、大、全, 程式

化、圣人化。要立足实际,切实反映道德榜样人物的真实情

况,表现人物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过去我们树立的一些

道德榜样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认同? 很大程度上在于道德

榜样距离人们的生活遥远, 可望不可及。对道德榜样的认同

感差,要学习和效仿的自觉性自然就差。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公平机制, 明确区分

道德与不道德行为。在树立道德榜样时要考虑道德层次性

的划分,针对不同层次的人 ,树立相应的道德榜样, 体现出以

人为本。同时,我们要在人们的身边, 乐于并善于发现道德

榜样,使他们觉得道德榜样就在自己的身边。也要善于发现

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使他们感到道德榜样可能就是他们自

己,从而提高他们学习、效仿道德榜样的主动性、自觉性、积

极性。

3、树立道德榜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根

本,道德模范即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杰出代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为群众所把握, 并转化为人们的

实践行为和思想品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社会

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就筑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既要调动人们的荣誉感, 又要

激发人们的羞耻心,才能使人们明确自己行为的正确价值取

向。一个道德榜样,就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 使抽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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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变得具体生动, 看得见、摸得着, 让人民群众感到可信、

可亲、可学。树立道德榜样,就是在社会上竖起一面旗帜, 就

是在群众中确立一个楷模,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标杆。这对

于倡导先进的思想道德和价值理念,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弘扬社会正气,准确反映时代主

流, 引导人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

识, 自觉遵守和践行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树立道德榜样可推进公民个人品德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道德建设作为建设和

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内容,深刻地指出: /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

点,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发挥

道德模范榜样作用, 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

家庭责任。0 [4]报告中增加了公民个人品德建设。个人品德

建设是个人通过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人自我道德修养形成相

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社会道德教育包含了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家庭教育中, 家庭道德教育是

个人品德发展的基础性教育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道德榜样,

要为孩子作出表率。在学校教育中,学校要建立道德榜样的

宣传、教育、实践、评估机制, 在校园中形成学习效仿道德榜

样的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个人品德建设中的主阵

地作用。在社会教育中, 国家开展全国道德榜样评选, 树立

道德榜样让公民学习效仿, 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通过道

德榜样教育培养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对道德榜样的学习

效仿内化为公民自觉的道德素质,外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

个人道德修养主要是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

信念和道德行为这五个方面进行培养。学习道德榜样要与

个人道德修养相结合, 通过道德实践, 学习道德榜样的优秀

品质,提高正确的道德认识、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感、磨练坚强

的道德意志、巩固坚定的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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