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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道德的传承与现代转换
◎ 杜文钰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100

　　摘要：儒家诚信思想自孔子首创，经孟子传承到新时代仍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诚信道德提到了重要位

置，在现代社会的道德意义发生了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儒家传

统诚信美德中存在着两个矛盾，这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产生了一定影响。阐述儒家诚信道德的建构，把握传统诚信美

德的真正内涵对于创建新时代道德秩序，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培养正确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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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

是天道与人生完满追求的结合，做到诚信自然可以践行道德，

而提高道德修养，追求理想人格必然要诚信，在这过程中尽人

之性尽物之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程子讲思无邪就是诚，是

道德上的真诚如一，由此，“诚”可意为真实不妄。这时“诚”已

经具有人伦道德意义。“信”属于中国伦理思想范畴，孔子认为

信与仁联系在一起，其基本含义是真实不欺骗，遵守诺言。孟

子指出：“有诸己之谓信”，“信”是自己本身善的理念，“诚信”

亦可互相解释：“诚，信也。信，诚也。”诚信结合是内在真诚与

外在信用的统一，是由内在信念转化为外在功用的统一。

《论语》中三十八处讲到“信”，两处讲到“诚”。诚信架构

在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其一，自我道德修养中“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内省和慎独的道德标准就是诚信，正如梁漱溟先生所

言，儒家没有给人什么教条，若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既是立身立命

具备的基本品行，也是有道德的人对自我的基本要求。其二，

治国理政中“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统治者做到真实诚信，百姓

也会自然而然以此要求自己，政令不用强制也会上通下达，成

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自然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

之”，达到和谐大同社会。其三，理想人格中“信以成之，君子

哉！”必须有诚信德行才能成为君子。孔子相信有十户人家的

地方一定有忠信的人，这是孔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待。后世

瞻仰圣人的风姿理应把忠信作为人生需要恪守的重要品质。

其四，诚信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孔子教育学生四项基本内

容之一就是使学生在与人交往中做到诚信不欺骗。孔子对学

生的教学总是具体的，很难看到同一个问题对不同学生有相同

的指导，但是诚信是教学理念总统摄性的内容之一。

纵观《论语》，诚信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

从字面上看似乎存在着两个矛盾：一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

然小人哉！”，这难道不与孔子一贯主张的真实不欺大相径庭？

二是《论语》中叶公告诉孔子，看到父亲偷了羊告发父亲，但是

孔子认为遇到上述情况父子要相互隐瞒。难道孔子的做法违

背了诚信要求？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实则不然，理解孟子诚

信思想的发展能够更好的回答上述两个“矛盾”。

孟子诚信思想建立在以“仁义”为核心，以性善论为基础的

理论体系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内容，突出“义”。

“义”在《孟子》中提及一百零八次，成为孟子诚信思想里一个

重要支点。“义者，宜也”[1]表明在人扮演的各个角色中做适

合自己身份与地位的事情，做到各安己分就是遵循“义”。

孔子要求真实不贰，言行一致，但不等于言必信，行必果。

言必信，行必果是强制性要求言行高度一致，成为纪律规范一

类不可违抗的准则，是把“信”包含的内外真实推向极端的结

果。对具体情景中言行不做真实判断，偏执相信，或者不考量

接下来情景中言行是否可以做到必然，不问言行是否正当合

理，单纯追求言行一致，这种做法违背儒家提倡的根本道德价

值。即使当初许下的承诺完全出自于本心，但在实践过程中事

情的原貌发生了变化，此时一味要求言行一致，势必会丧失本

心的价值期许。儒家诚信思想如同儒家整个道德体系一样，并

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复制的规范纪律，它是一个有轴心的

变换体，这个轴心就是看行为是否符合“义”，是否是善意应该

做的，带着是非价值取向，进而把内心深处的情志真实展现

出来。

诚信这一美德绵延数千年，在不同时代都是被提倡的道德

美德，那么现代诚信与儒家诚信之间是否具有融通性？如今如

此重视诚信道德建设原因何在？

首先，“诚”与“信”内核关系发生变化。传统儒家把“诚”

作为“信”的价值内核。“诚”和“信”是两个互相解释的实体，

这与现代社会偏重强调“信”不同。现代社会植根市场经济，商

品经济良性运转是以互信为基础的，但与儒家在天性本真基础

上衍生并作为根本价值确认的约束性信任不同，他是以自身利

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遵循商业契约精神。儒家“信”以“诚”

为基础，“诚”被认为是天道，“思诚”，“为诚”是人道，“诚”是

内在状态，“信”是外在落实。失去一方，天道与人道无法合

一，在功利与诚信中明显以“义”为准。其次，“诚信”的道德化

与规范化相区别。儒家诚信并没有设定一个标准范式，只取

“义”为诚信落实的轴心。“诚信”作为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

道德要求，是内省反思，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之一。

儒家诚信道德依旧符合现阶段对国民道德的要求，党的十

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讲诚信”是习总书记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之

一。儒家诚信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正在生长，国家大力提

倡诚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重新拾起诚信道德要求

并以此作为培养高尚公民准则之一，足见国家对诚信道德的

重视。

道德教育培养公民正确价值取向，形成昂扬精神状态和健

康人格，顺利融入社会生活并有所作为，诚信是最基本的教育

内容。开展国学经典教育，充分汲取经典传统中的精华赋予时

代特色是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出路。同时，营造家庭文化

氛围，打造家训，家风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契同，对推广传统伦

理道德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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