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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博大精深,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特别注意从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并被赋予了时代特

征,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 研究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 对于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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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染的一代伟人, 邓小

平德治思想以  务实!、 管用 !为其思考问题的出发

点和归宿。邓小平德治思想不是用各种特定的概

念、范畴、规律等建构起来的逻辑化的抽象理论,而

是在深悟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础上, 娴熟地把握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道德问题进行理论

分析和探讨,从而形成的总体战略构想。

历史的发展都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任何事物

都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 中国特色

的德治理论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指

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

史。! [ 1] 534
对待传统文化,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的分析,分清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中国

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

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

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博大精深,邓

小平特别注意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传统的德治思想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并被赋予了时代特征,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

新的历史时期,研究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

源,对于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一 � 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邓小平的集体主义观
义、利关系,公、私关系, 说到底所反映的都是群

体与个体的关系。这一问题是伦理道德的根本问

题。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情况更是如此。二程曾说:

 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 ∀二程集 # 河南程氏遗书∃

卷十一 )朱熹说: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 ∀朱文

公文集∃卷二十四 ∀与延平李先生书∃ )陆九渊也说:  凡

欲为学, 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 ∀陆九渊集 # 语录

下∃ )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家们是何等注重这一问题。

那么他们是怎样认识这一问题的呢? 孔子曾明确指

出:  君子义以为上 ! ( ∀论语 # 阳货 ∃ ),  君子义以为

质!。( ∀论语# 卫灵公 ∃ )要求人们, 要  见利思义 !,
 见得思义 !,  义然后取 ! ( ∀论语 #宪问 ∃)。孟子

在与梁惠王谈话时也曾明确指出:  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 ∀孟子 # 梁惠王上∃ )并强调, 当

 生 !与  义 !不可得兼时, 要  舍生而取义 !。汉代

董仲舒也强调,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

功! ( ∀汉书# 董仲舒传∃ )。这种注重  义 !, 注重  公 !

的思想,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与  义利之辨!密切联系, 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

发展史上,还长期存在着  理欲之辨!。  理 !是从理

性出发,对个体所提出的道德要求;  欲 !则是个体

对客观实际利益的欲求。一般说来, 先秦儒家看到

 欲 !会给人们带来危害, 但对  欲 !存在的必然性、

正当性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孔子曾说:  富与贵, 是

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 ∀论语 #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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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对于  欲富!、 欲贵 !本身, 孔子并不否定, 他所

 不处!的是使用不合乎  道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
孔子所强调的是  欲而不贪 !。并把它作为从政者

应具备的  五美 !之一。这与他在  义 !、 利 !关系

问题上所强调的  义然后取 !是一致的。孟子指出,

 生!与  义 !都是  我所欲 !的。他强调的只是在

 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才去  舍生取义者也 !。荀子

说:  欲者, 情之应也。!并指出:  欲不可去, 性之具

也。! 欲虽不可去, 求可节也。! ( ∀荀子 # 正名∃ )强调

对于欲望的追求,应当加以节制。与先秦儒家相比,

先秦道家则更多地强调了  欲 !的危害。老子说:

 罪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
( ∀老子# 四十六章 ∃ )因此他强调  少私寡欲 !。理学
家们强调  理!与  欲 !即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

立,要求人们  存天理,灭人欲 !, 即完全服从群体的

利益, 放弃个体利益,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个体的压

抑。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

批判。他们主张的是  不去仁而成名!,  使人欲悉

化为天理 ! ( ∀陈确集 # 别集∃卷二∀近言集 ∃ )。即追求

个体利益不能违背、损害群体利益,要使个体利益与

群体利益统一起来,将个体利益融入群体利益之中。

很显然,在他们的思想中群体仍然高于、重于个体。

邓小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处理

义利关系问题上,辨证地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精华,

他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义利观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从

一般意义上肯定并继承了其把谋求国家、民族、社

会、公共、整体的利益的行为规定为义。强调既承认

和肯定  义!的存在,又承认和肯定  利!的存在。邓

小平曾经批判那种否认个人利益即  利!的片面性

做法, 指出:  不讲多劳多德,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

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革命精神

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

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

是唯心论。! [ 2] 146
他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导

向,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他说:  我们历来主张, 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

一致的,如果有矛盾, 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

益。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利益,一切

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牺牲自己的利

益。! [ 2] 146
他针对那些否认集体利益即  义 !的片面

性做法进行了批判, 强调对精神价值的追求:  我们

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 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

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

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 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

%钱 &看,要是那样,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

区别? ! [ 2] 337
他坚决主张要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三

者利益的统一,把追求崇高理想与满足个人物质利

益有机地统一起来。邓小平的集体主义观正是继承

了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优秀成分, 成为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和动力之源。

二 � 传统文化中的官德与邓小平的官德观
官德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魂, 历朝历代统治

者都高度重视官德教育。

一是强调  选贤任能 !,突出  为政在人!。孔子

认为,行政管理的优劣, 关键在于能否  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 ! ( ∀孟子∃ )。要达到政通人和, 民心所归,

就一定要把那些正直的仁人贤者选拔上来。他有感

于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 ! ( ∀泰伯 ∃ )和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 ! ( ∀宪问 ∃ )的史

实, 反复申明  为政在人 !、 政在选臣 ! ( ∀史记 # 孔子

世家∃ )。

在人才的识别方法上, 主张  听其言而观其
行!。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常常可以反映出其秉性、

知识和思想水准, 正如子贡所云:  子一言以为知,

一言以为不知。!所以  言不可不慎也。! ( ∀子张 ∃ )孔

子认为  不知言,无以知人。! ( ∀尧曰∃ ),提出了  视其

所以,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 ( ∀为政 ∃ )、 举直错诸

枉!、 众恶之, 必察焉;众好之, 必察焉! ( ∀卫灵公 ∃ )

的识别人才方法。先儒还把那些是非不明、言行不

一、巧言令色之人称为  鄙夫! ( ∀阳货∃ ),认为贤人能

经受得住社会的磨炼: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也。! ( ∀子罕∃ )。

在人才的选拔原则上, 主张  举贤才!。先儒们

主张选拔贤才一是应不分贵贱:  先进于礼乐, 野人

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如用之, 则吾从先进。!
( ∀先进∃ )二是不论地位,孔子在答齐景公  昔秦穆公
国小处僻,其霸何也 !的问题时, 指出:  秦国虽小,

其志大, 处虽僻, 行中正, 身举五爵之大夫, 起缧绁

中, 与语三月, 授之以政。! ( ∀史记# 孔子世家∃ )三是

不论亲疏,主张选贤要广开才路,  内称不避亲, 外

举不避怨。! ( ∀礼记 # 儒行 ∃ )四是不咎既往, 不计较

 小过 !,  成事不说, 遂事不谏, 既往不咎 ( ∀八

佾∃ )。!五是在用人上, 切其所用, 扬长避短,  无求
备于一人 ! ( ∀微子∃ ),并通过试用而量才使用:  我之

于人, 谁毁谁誉,如有可誉者, 必有所试矣。! ( ∀卫灵

公∃ )选贤是从政者的重要职能,  举才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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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强调  正人先正己 !, 提出  子帅以正, 孰敢

不正? !
子曰: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

从。! ( ∀论语# 子路篇∃为官者自身端正, 不发号令百

姓也会行使正道;为官者自身不端正,即使多发号令

百姓也不会听。  苟正其身矣, 于从政乎何有? 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 ( ∀论语# 子路篇 ∃ )可见领导者

的行为是治国的关键。为官者要规范好自己的行

为,孔子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正己。孔子曰:  临之以庄, 则敬; 孝慈, 则忠;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 ∀论语# 为政篇 ∃ )意思是说对

老百姓要容貌端庄,那老百姓就会敬重你;要孝敬父

母慈爱大众,那样老百姓就会忠于你;要是提拔好人

教育不能为善的人,那老百姓就会彼此劝勉了。一

句话, 就是一切要从自身做起, 以身作则, 做好人君

的表率作用。孔子曰:  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

敢不正? ! ( ∀论语 # 颜渊篇∃ )总之, 孔子认为为政之

道,在于在位者端正自己的品行, 在于以身作则,身

教重于言教,只要自己带头做在前面,那么老百姓就

会和你同甘共苦,付出劳力也心甘情愿。

尽职。子曰:  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 ( ∀论语 #

颜渊∃ )意思是说为官者要忠于职守, 精勤不怠。  上

好礼, 则民易使也。! ( ∀论语 # 宪问篇 ∃意思是为官的

要带头崇尚礼仪,遵纪守法,弘扬精神文明。孔子认

为每个人都应在自己岗位上脚踏实地,不好高鹜远,

尽职尽责,把事情做得出类拔萃, 让国家满意, 让群

众放心, 这就是政事,天下第一重要的政事。

邓小平同样要求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树立良好

的道德形象,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出表率。邓小平认

为: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

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

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必

须要坚持  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培养和锻炼各

级领导干部。邓小平具体阐述了干部道德的基本规

范。他吸取了古今中外反对贪污腐败的经验教训,

特别强调干部道德的具体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问

题, 要求建立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干部道德规范。

1980年,党的十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 ∀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它既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也是党员干部的道德规范和要求。 1997年 3月,党

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准则∃, 主张从严治政,一个  良好的政府 !是一个有

着清廉的官员、严明的法纪、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

务的政府。因此,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以德治

国!,就必须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公职人员自

身的道德建设,使他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

务, 廉洁奉公、依法行政、公正公开、高效务实、不计

名利。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监督制

约机制,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邓小平还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

在培养  四有!新人的过程中,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

先垂范,这是因为  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

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 2 ] 177
党的领导干部只有

成为  四有 !的模范,才能带动群众搞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他说, 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

义好,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才会有效。邓小平把选拔和使用人才当作百

年大计来思考和对待,他强调干部使用上的德才兼

备的标准,并赋予  德!以新的内涵。他强调德才兼

备用人标准中的  德 !,  最主要的, 就是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 干部队伍要年

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 2] 326
邓小平指出,  高级干

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为了整顿党风, 搞

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党和政府愈
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

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

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 2] 215
他强调, 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于领导。领导的政治觉悟、

思想水平、行为风范,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三 �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与邓小平的  四
有!新人观

传统德治思想比较注重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

育, 认为道德教化对于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品质、良

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孔

子认为在百姓富庶之后就必须实施教化,  冉有曰:

%既庶矣, 又何焉? &曰: %富之。&曰: %既富矣, 又何加

焉? &曰: %教之。& !∀论语 # 子路篇 ∃孔子的思想就是

最终要让老百姓受教育。孔子是最早提出修养并对

如何修养进行深刻论述的人, 特别是他提出的  修

己!思想更是值得我们深思、借鉴。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 ∀论语# 卫灵公篇∃ )这句话表面意思

是工匠做事前要利其器。深究其意可知, 这个

 器 !,并非像木匠、裁缝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器 !,

而是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学业之器。  唯仁者能好
人, 能恶人。! ( ∀论语# 里仁篇∃ )意思是只有仁德的人

才能好恶分明,爱憎分明,才能敢作敢为,坚持原则。

可见孔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如何提高自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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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以下着手。

重学。学习是修身的基础, 不学习就不懂得规

矩,不学习就不懂得善恶。  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

仕。! ( ∀论语# 子张篇∃ )意思是出仕做官的人, 要是有

余力就应该学习知识,这样可以不断充实自己,提高

自己。儒家对  学 !的意思是广泛而深刻的, 认为学

习知识不仅仅是解决  不惑!的问题, 学习知识包括

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学习要达到心灵境界的升华,要

达到  不逾矩 !的境界。  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

知不好学,其弊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

好学, 其弊也绞; 好勇不好学, 其弊也乱; 好刚不好

学,其弊也狂。! ( ∀论语 # 阳货篇∃ )可见不学习, 仁、

智、勇、直、刚等修养就会产生弊端。

立志。孔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

也。! ( ∀论语# 子罕篇∃ )这里孔子妙用比喻,勉励人们

确立志向,然后通过努力, 以抵于成, 即所谓  有志
者,事竟成。! 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 ( ∀论语 #

子路篇∃ )人要是没有恒心, 就像占卜治病的技能也

掌握不了。这些论述都强调了一事之成, 除信心之

外,立志、恒心是必不可少的。要提高修养也必须立

志,立廉洁奉公之志,立先民后己之志, 立为民造福

之志, 立为国鞠躬尽瘁之志, 通过立志激励自己,告

诫自己,提升自己的修养。

力行。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言行一致,  言必

行,行必果。! ( ∀论语 # 子路篇∃ )孔子教导学子要  听

其言而观其行 !。他说:  始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信

其行; 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 ∀论语 # 公治

长篇∃ )同时,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力行,  行义

以达其道! ( ∀论语# 季氏篇∃ ),只有  行!才能使  道 !

变为现实。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 ∀论语 # 为政∃ )

 君子欲讷语言而敏于行。! ( ∀论语# 里仁篇∃ )这些论

述都表明了孔子言行一致, 甚至先行后言的修养思

想,即  力行 !的修养思想。

邓小平同样重视教化对公民的重要意义。现在

改革开放,藏富于民,要让改革开放充满后劲, 让天

下社会太平安定,我们就必须把教育当头等大事来

抓,他特别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根

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守纪律。! [ 3] 28  四有 !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

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邓小平

把培养  四有 !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根本任务,他认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根本

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人的问

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

题, 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 人的素质、能

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

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

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  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

来呢? 一靠理想, 二靠纪律。! [ 3] 111
如何提高国民的

素质,邓小平指出:  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
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 先进的劳动技能, 才能在

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3] 88
因此, 我们

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键

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 使之能适应变化发

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

新机遇、新趋势。既要注意先进分子的塑造和塑造

先进分子,更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的素质的提

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  四

有!新人, 我们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

量,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

邓小平指出:  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

持%五讲 &、%四美 &、%三热爱 & , 教育全国人民做到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 3] 110
他说  要教

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

洁奉公的精神, 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

德。![ 2] 367

邓小平  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丰富、系统而
深刻的,构成了一个以人民利益本位价值观为灵魂,

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 以培养

 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和任务,适合中国经济和社

会全面发展及个人完善, 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

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邓小平

一生酷爱中国古代典籍, 这些典籍深深地影响了他

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世、革命品格、执政作风和理论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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