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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君子”文化作为传统主流文化中精华文化，其内在仁爱精神、义利观念、

爱国主义和中庸思想内涵在当今社会、教育、网络中仍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对当今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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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General Secretary pointed ou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learn-
ing and mastering the essence of various thoughts in it is very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s the quintessence of traditional mainstream culture, 
“gentleman” culture, with its inner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 pa-
triotism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till has a strong application value in today's society, educa-
tion and the Internet,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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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坚持“四个自信”，其中最根本的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气和依据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文化基因和文化精华经过几千年传承，不断兼收并

蓄、继承创新，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由亿万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

值取向、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的集合体。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其中“君子”在儒家经

典《论语》中出现了 107 次，蕴含了儒家思想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推崇的

道德标杆与世人典范，一方面，“君子”与“仁爱”、“克己复礼”以及“舍生取义”等内在修养息息

相关，在进行相关研究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风貌气质、言行品质以及社会交往也是作为“君

子”的必要修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局背景下，加强“君子”品格研究对于增进文化认同、弘扬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1]。 

2. 伦理传统中“君子”的规定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生存的精神根基，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而

君子文化是儒家文化典型代表。“君子”一词自产生其内涵便随时代发展不断流变。现代社会所讲“君

子”多从价值层面进行阐述，即指拥有儒家理想人格即品性美好之人，主要从道德层面进行审视。儒家

思想关于“君子”阐释在我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处于主导位置，释、道二家以儒家“君子”为基础，对“君

子”做出了符合自身特色阐释。释家文化进入中原之后实现了释家文化本土化，结合中原传统思想之上

提出“君子”要实现自我净化、循规蹈矩。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结合，主张“君子”顺势而为，张弛有度。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中并未发现关于“君子”记载，最早关于“君子”记载出现于西周时期古文

文献之中。“君子”一词本是指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贵族阶级，不含道德意味，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

对其做出新阐释，“君子”便成了形容具有高尚道德人的代名词。动荡不安、战乱频发的社会背景是发

生此变化的重要原因。商朝灭亡之后，周天子根据血缘关系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一直从西

周时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其影响力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首先，王权神授对诸侯的天然威慑力随

时间推移不断减弱，周王室由强盛转向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现象严重。其次，铁农具的应用、

牛耕的普及以及水利灌溉技术的提升等使得农业生产力提高。同时，土地政策放松，土地自由买卖出现

以及农奴地位提升，推动了生产关系变化。最后，私学兴起，官府对教育垄断格局被打破等也推动思想

领域出现不同声音，“百家争鸣”序幕揭开，全新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开始萌发酝酿。 
基于奴隶制基础上的相对一统局面以及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原来以等级制为本的和谐人际关系被

冲淡，政治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处于社会较高阶级的“君子”逐渐消失。“礼崩

乐坏”、社会混沌，这种大动荡社会需要一种恢复社会秩序的新的伦理制度，既要使社会回归安宁，又

要重塑人们的道德信仰。孔子注重人本质品格，提出关于多种理想人格设计，其中“君子”人格是孔子

理想人格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格。在孔子看来，“圣人”境界是包括自己在内绝大部分人做不到的，但是

“君子”人格是经过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而可以做到的。“君子”要从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进行自身修养，

既强调“质”，提倡追求“君子”人格中的本真、质朴，又强调“文”，强调文学修养对于成为“君子”

的重要性。“君子”之间交往方式，孔子也给出来遵循原则即“忠恕之道”与“中庸之道”，在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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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孔子所推崇“君子”之道对于维护社会安定秩序，规范社会伦理规范以及实现国家

和平统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得到社会不通阶层认可信奉。 

3. 伦理传统中“君子”的内涵 

3.1. 仁爱精神 

仁爱思想在儒家思想之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儒家思想中最具普世价值的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

中占有重要位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仁爱思想出现是在社会分崩离析社会存在基础之上产生的，

产生之后又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中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

的重要思想，体现儒家思想中关于人与自身外万物关系的理想追求。人处于一定环境中，不断与外界进

行信息、能量交换，人的生存必然以社会存在的物质为基础，获得生存资料，实现人类社会繁衍生息。

仁爱以人为主体，认为爱人是人本性，坚持以人为本。孔子认为，人的生命贵于财物，马厩失火，孔子

只问看守马厩奴隶安危而非问马厩如何，可见儒家所提倡的爱人并非是特定等级专属权利，而是泛泛之

爱。儒家仁爱思想突破所处时代封建等级分明限制，倡导广泛爱人，摒弃狭隘的阶级观念，为现代以人

为本社会观念提供思想渊源。 
儒家思想认为“君子”要怀仁爱之心，既要有内在修养同时要注重自身行为规范。仁爱之人要做到

“亲亲”、“亲人”以及“亲物”。“亲亲”即爱护自己的家人，遵孝道达到家庭和睦、琴瑟和鸣，兄

友弟恭。这是达到“君子”仁爱的境界之一。其次，仁爱之人要做到“亲人”，即除爱有血缘关系家人

之外还要广博爱无血缘关系的大众。基督教同样强调博爱思想，虽然基督教博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思想都

是强调利他无私的爱人，但是究其本质有显著区别。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其思想以信仰为基础且带有

明显的厌世主义，寄希望于来世天堂，以神力非自然力作为推动世界向前的力量，认为人们都是上帝的

子女，即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通过上帝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具有上帝威慑作用。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入世

参与现实生活，儒家仁爱思想大多以家庭为纽带且注重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是人们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

单位。仁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伦理纲常以及解决人际矛盾推动社会

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3.2. 义利观念 

儒家关于义利辩证思想是儒家伦理纲常思想直观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对于“义”

的推崇体现在儒家关于“君子”行为规范规定之中。然而，关于“利”，儒家并不是持否定态度，而是

以辩证眼光看待。儒家义利观发展基本于先秦时期定型，经过后人不断补充完善，形成儒家完整的义利

观。孔子关于义利之辩思考主要集中于精神层面。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时代，因此在其思想体系中义利

观居于重要位置。他认为“君子”所有的追求都应该集中于义，但是孔子从未否定过关于利的追求。孟

子发展完善孔子义利观提倡把“义”放在“君子”追求首位[2]。孟子重视在实践中追求践行“义”，提

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单纯追求利益而毫无节制。荀子继承发展孔孟义利观，认为义利并存不悖，要协调

好义利关系。总体来说，儒家关于义利之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儒家深刻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利”体现经济基础，“义”体现上层建筑。儒家认为，君子不必刻板追求苦行僧

般生活，要合理正当关注自身利益与需求。同时，儒家要求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要加强对民意、民声反馈，

满足群众利益需求。其次，舍生取义是儒家关于大义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解决冲突的完美诠释。大义

即为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当“君子”个人利益与国家大义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君子”应为维

护国家大义而放弃自身利益，必要时要放弃生命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志士仁人以维护国家大义作为自身

天然职责，在大义面前要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最后，肯定人作为人具有追逐利益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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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关于“义”与“利”之辩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经历了较长阶段。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生来就有

逐利本性，天生具有维护自身本能，但是天生欲望需要节制，他认为无序战争、贫困不均等问题都是由

于欲望无节制带来的。因此，“君子”应当节制欲望，遵循礼节，达到义利平衡状态。儒家义利观是几

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君子”品格塑造的重要价值标准，对于中国民众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3.3. 爱国主义 

儒家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3]。一方面，忠

德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表达。在儒家语境，忠德思想所忠对象为母国与君主，

转换到现代社会即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天下为公”是儒家忠德思想对我国传统社会“君子”爱国

品格塑造最直接体现。儒家文化强调的忠德并非是无视社会历史条件下盲目顺从与愚忠，儒家忠德思想

更加强调理性主义爱国即偏重于忠于民众，加强对民意尊重，实现民意正向反馈。忠德思想背景下形成

的“天下为公”源远流长，是近现代中国人民集体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思想源泉。儒

家忠德思想提倡“君子”在家国大义面前要以家国大义为重，适当牺牲个人利益。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

“舍身为国者荣，卖国求荣者耻”成为几千年来我国民众遵循的价值准则。 
另一方面，忠德思想造就我国传统思想中以中原为主、中原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思想。这种优越论

本身从根本上表达出民众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刻认同以及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当国家受到侵略与轻视，

忠德思想培养的民众对于自身文化的根本认同发挥出巨大凝聚作用，将本国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保卫

国家疆域与延续文化命脉。在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忠德文化发挥出巨大作用，对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我

国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具有重要意义。封建制度结束之后，我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处

于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发展忠德文化，吸取其中精华，创造出具有鲜明底色的红色

文化，成为新时期儒家文化中忠德文化的鲜明代表。在现代，加强儒家忠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对于加强我国主流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要作用。 

3.4. 中庸思想 

天命是指在任何人出生之前命格已经由上天确定不可更改，一切事情由上天注定。孔子主张“率性

而为”，即求道过程中每个人天性不同，因此要因人而异进行自我修养提升。他根据人天生品性差异将

人分为三等，并提出“中人”是“君子”进行品性提升应该追求的方向。儒家这种思想打破了传统关于

人发展片面的形而上学思想，发展成为动态、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是我国传统社会哲学理性思考一

大进步。 
所谓“中庸”，儒家认为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君子”要做事不偏不倚，折中调和。儒

家认为“君子”要坚持不偏不倚，做事强调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做人强调心态平和，道德高尚，

对人谦和，处世讲究大丈夫气概，胸怀天下。其次，“君子”要达到慎独境界，严于律己，内省自身。

“君子”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谨慎对待任何事情，不断进行自我反省抵抗外界诱惑。忠恕之道是“君

子”达到慎独境界最重要的原则方法。一方面，“忠”即自我独处要尽己之心，忠于内心抵制诱惑，加

强自身道德自觉；另一方面，“恕”即推己及人，在与人相处过程中要宽以待人，做到孝、悌、忠、信。

在达到慎独境界过程之中“君子”不能操之过急，应当循序渐进，遵道而行。最后，儒家强调“君子”

达到“中庸”要以“诚”为本。“诚”最直接的体现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社会伦理纲常之中。马克思主

义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强调社会关系之中人的行为规范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在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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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中，“君子”对待父母要做到孝顺，不仅要赡养父母，还要达到更高层次精神陪伴；兄弟姊妹之间

要实现有序相处，达到兄友弟恭、家庭和睦。在社会关系之中，“君子”对待朋友要相交相知，多交益

友；在工作中要做到上位不骄，下位不忧。“君子”追求“诚”是永无止境的，只有不断追求，才能实

现自身品德修养提高，找到生命真谛。 

4. 伦理传统中“君子”的启示 

4.1. 君子在社会中的运用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坚持文

化自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在社会大环境改变影响之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解决，人们在进行“两创”过程之中

要不断加强自强不息、锲而不舍、勇于开拓品格，加紧实现“两创”脚步，加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正

向积极促进作用。儒家“君子”品格中“仁爱”思想对于人们抵抗利己、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加强人

们社会责任感和履行道德义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和谐社会构建。儒家“君子”品格中关于“义

利”、“爱国主义”、“中庸”等是“君子”实现个人层面价值必要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

众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不断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发挥感性思想

作用，应用理性思维精神，推动社会向更好方向前进。儒家“君子”品格适用于现代社会发展，对于社

会生活中自我主义盛行具有抑制作用，对于塑造健康向上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站在当前视

域，必须加强人们对于“君子”重要性认识，在人们逐步加深对“君子”品格了解过程中，加强人们社

会责任意识，强化道德意识，不断实现道德自律的加强，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需要不断奋斗，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自身应有作用。 

4.2. 君子在教育中的运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认识的世界观与

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

展是在正确认识自然、社会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使得人在各方面得到充分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主要

集中于三个方面，即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儒家“君子”所蕴含“仁爱”、“义利”、“爱国”以及“中庸”等品质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

说具有一致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发展儒家“君子”品质蕴含时代价值。网络时代，随着东西思想

交流愈加频繁，各种西方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涌入我国社会，造成我国社会拜金主义、利己

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盛行，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侵蚀大众思想。儒家“君子”文化中蕴含丰

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其中“君子”文化中义利之辩认为既要满足“君子”关于“利”的要求，

又要在追求过程中以“义”为准绳，对“义”与“利”关系做出明确阐释，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新

的时代条件之下，对“君子”做出符合时代条件阐释并加以发展，对于培育符合时代条件的时代新人，

遵循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4.3. 君子在网络中的运用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改变了大众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扩大

了人们的交往范围，提高了生活效率，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是随着互联网发展普及，也带来大

众道德滑坡、情感淡漠等问题冲击人际关系，网络治理成为现代社会日益重视的问题，解决多样化网络

弊病需要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4]。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典型代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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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是儒家文化中所有优秀品格代表，是中国传统伦理资源上仍然具有拓展空间的资源。儒家提倡

“君子”要积极入世，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使命，儒家这一思想符合网络时代要求，在存在严

重义利冲突的网络社会，只有积极承担起公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才能塑造风朗气清的网络环境，实现

网络社会有序化。儒家要求“君子”怀“仁爱”，拥有高尚道德，网络时代“君子”品格对于个体价值

基础确立以及道德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儒家“君子”文化学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满足自

身需求，掌握人际交往尺度，更能够使我们清楚了解作为“君子”需要具备的德行，并激励我们以“君

子”尺度要求自己，构建和谐社会环境。 

5. 结语 

儒家“君子”文化中蕴含的“仁爱”思想，爱国主义、义利观念、中庸思想等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

展过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塑造出中国人民独有的精神品格。“君子”

仍然是当今社会文人志士追求的理想人格，继续传承和发展以儒家“君子”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

代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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