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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仁”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把“仁”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仁学思想中蕴含的整体道

德规范、和谐人际关系、崇高人生境界等价值内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仁本礼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高度的逻辑契

合性，对当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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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nevolenc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Confucius’s thought. Confucius regarded “benevolence” as a 
basic moral principle. The values of excellent moral qualities,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hips and noble personality in his “benevolence” ideology play an important promoting role in cul-
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highly conform with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which have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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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contemporary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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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内蕴的“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仁本礼用”等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逻辑高度契

合，展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传统文化根基，同时也为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价值根

基。基于此，探析孔子仁学思想的价值意蕴，并阐释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契合与价值旨趣，

对新时代新征程赓续文化基因，同心共圆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 孔子仁学思想的价值意蕴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它既是整体道德规范的集合，又是处理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更是追求最高人生价值的生动表征，已跃迁升华为当代道德认知与实践活动的源头活水，也是新时代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动能。 

2.1. “仁”是整体道德规范的集合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整体道德规范的集合，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

道德境界。 
孔子认为，“仁”是人世间所有崇高品质的集合，蕴含基础道德原则，义、礼、智、信、忠等道德品

格均为“仁”内涵的延伸。学生子张曾经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论

语·阳货》)君子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代表，也是儒家文化精髓的体现。孔子主张君子应具备知识、意

志和情感三个方面的品格：“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拥有仁德的人因乐天

知命而没有忧愁，聪明的人因通达事理而不会迷惑，勇敢的人因信念坚定而无所畏惧，其中“仁”位居

统摄地位。 
同时，“仁”又是一种世人理应遵从的道德规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

语·卫灵公》)。志士仁人，绝不会贪生怕死玷污仁，只会牺牲生命保全仁，为了“仁”，宁可牺牲一切，

这同样是孔子内心最高人生境界的映照。 

2.2. “仁”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准则 

“仁”也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理念，有助于全体社会

成员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 
第一，承继仁爱原则，注重和谐人际关系。“礼节者，仁之貌也”[2]，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内

心的道德自觉，而体现“仁”的外部规范和准则的则是“礼”，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恭而无礼则劳，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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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

语·泰伯》)“恭”“慎”“勇”“直”等德目只有内蕴于“礼”的表现形式中才是真正的仁德，否则会

演变为“劳”“葸”“乱”“绞”。只有做到敦厚于亲、敦伦尽分，才能民心淳厚、社会稳定，是为“一

家兴仁，一国兴仁，天下兴仁”。 
第二，涵养宽厚品德，建构立己达人境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即曾子认为忠恕是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理念，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忠诚，其

道德基础为通过自省实现自尊自爱，达到对自己忠诚，进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

也》)。“恕”是“忠”的外部转向，指的是尽心尽力为他人着想，犹如对待自己般对待他人，即“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正如钱穆所说：“‘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

消极的弭解人类之冲突。”[3] 
总之，孔子“仁”学思想从道德层面把握了人际交往的原则，它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

解，有利于构建一种积善成德、薄施广善的和谐人际关系。 

2.3. “仁”是最高人生价值的追求 

《说文解字》中“仁”的释义为，“从千从心”或“从尸从二”，指人立于天地之间，凡事皆应以心

为本。“仁”日益渗透并融通于生活的细枝末节，镌刻并流淌在中国人的骨血之中，无论是个体层面还

是群体层面，“仁”都成为中国人民的最高价值追求。 
个体层面要培养志士仁人，即君子。作为一种理想化人格，成为君子是所有儒生的毕生追求，而君

子须得知仁、行仁和存仁。首先，“知仁”即具备高度的道德自觉，能自觉践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论语·泰伯》)。其次，“行仁”即具有极高的无畏精神，正如“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

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君子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做到不忧愁不畏惧。最后，“存仁”即君子

需践履身死而名不朽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的价值在于：矢志不渝地践行自己的道德原

则；建功立业，成为栋梁之材；著书立说，垂教后世，泽被后人。 
群体层面主张实施仁政。“仁政”是孔子“仁”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主张以道德教化而非严刑

峻法治理国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德行治理国家，就会

赢得臣民众星拱月般的支持。因此，“仁政德治”是孔子的终极政治理想，也是“仁”学思想在群体层面

的最高价值。 

3. 孔子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孔子“仁”学思想的立足点是个体的

修身养性，再由近及远推衍至“君子”社会的养成，其中所包含的“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仁本礼用”等

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价值融通和合，这种逻辑契合性既突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含的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在价值释义层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3.1. 为仁由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自觉 

“为仁由己”，指践行仁德的核心在于自己，亦作“为人由己”。“仁”在《论语》中先后出现 109
次，且孔子对不同情境下的“仁”均有其独到诠释。如孔子批评宰我“予之不仁也”，是因为宰我否定了

孔子推崇的三年之丧。孔子对阳货“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论语·阳货》)的回答是“不可”。

而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却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对“仁”内

涵意蕴的诠释具有个体差异性、内涵多元化等特征，为理解“为仁由己”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有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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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方面，“为仁由己”体现为克己慎独。“克己慎独”，指个体闲居独处时依旧能够严于律己、谨慎

处事、修养品行，是“为仁由己”的基础理念，是个人品行风范的价值要求，也是儒家“修身慎行”的基

本法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全体公民，其首要层面是个体的行为道德规范，它既能够通过文

字被社会成员铭记于心，也可以经由行为形成模范效应，但若希冀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践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则日常生活中应倡导“慎独”的自律意识、文明的行为方式、健康的生活情趣，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由“理论形态”转化至“生活样态”。 
另一方面，“为仁由己”又体现为反求诸己。“反求诸己”，即遇到挫折、出现错误时不应责备他

人，而应从自身找原因，并加以改正。古人讲究“三省吾身”，时刻反省自己，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反求诸己”可检验社会个体成员是否真正“修己慎独”，从而提高自身内在的

道德修养水平。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愈益加速，公共化程度逐步提高，公众的道德理念、道

德修养日趋多元，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伦理范围，使道德生活的基本范式由个人转向社会。因此，

在纷繁复杂的伦理社会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亟需个体求诸于己，坚守本心，既内省自由，又自

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服从群体，又能以不失个性的方式安身立命。 

3.2. 仁者爱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性基础 

“仁者爱人”是人民至上理念的鲜活表达与生动彰显。孔子始终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厩焚。

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当孔子退朝后听闻家中马厩着火，他首先关心的

是养马的奴隶，而非世俗眼光里相较于奴隶更为贵重的马匹，深刻体现了孔子对百姓生命的关照。 
一方面，“仁者爱人”需指向“爱人”。此处的“人”既包括自我、亲人，也包括他人，即推己及

人。“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认为，“爱人”的前提

是爱自己的父母，正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君子

必须努力追求并维护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治国做人的原则和仁道的思想体系才得以确立。而“孝”

是仁的根本，是人性中最为基础的品性，唯有在爱父母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爱他人、爱社会。当然，孔

子主张的“爱”需保持适度原则，既非毫无节制的溺爱，也非隐晦含蓄的“私爱”，而是光明磊落、尊重

他人的仁慈之爱。 
另一方面，“仁者爱人”应面向社会。儒家思想主张“入世有为”，“仁者”不仅要仁爱共济，与他

人建立良好关系，还应奋发有为，致力于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

语·里仁》)，即秉持内心之“仁”，要一心向善，立场坚定；要维护正义，爱憎分明；要从爱己、爱亲

向爱他人、爱社会渐次过渡，构筑立己达人、胸怀天下的精神世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个

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道德原则高度契合、相得益彰。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培塑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的时代需要，

也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的本质需要。[5] 

3.3. 仁本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逻辑 

孔子对“仁”与“礼”关系的阐述主要体现在“颜渊问仁”。当颜渊询问“仁”的涵义时，孔子以

“克己复礼为仁”作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皆为“仁”的呈现形态(《论语·颜

渊》)，可见“仁”是“礼”的内在要义与核心精髓。 
第一，“仁”是“礼”的基础。孔子以“仁”诠释“礼”，指明了“礼”是各种社会规范的集合，而

“仁”则是个体内心的一种精神境界，“仁”易得，“仁人”却难得。“礼”作为一套被道德个体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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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礼仪规范，重在改造人的言行，使个体的行为合乎礼仪，并基于“仁”，透过“礼”实现内心的崇高

愿景。 
第二，“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既可以被视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也

可以成为个体内心“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个体若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实现自身价值，便不该随波逐

流、放任自流，时刻谨记遵循内心的“仁”。而作为“仁”外在表现的“礼”则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因个体理解有异，“礼”的表现形式亦各有千秋。但只有“仁”发于心，行才能合于“礼”。 
与传统奴隶社会相比，现代人的角色地位从以家庭为主要伦理关系的个人转变为社会公民，个体生

活的环境日趋开阔、多变，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与西方腐朽思想的消极影响又引发了现代人的道德危机，

社会价值秩序亟需纠偏与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恰好能够弥补这一价值困境。 

4. 孔子仁学思想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 

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现了“君子”崇高人格的德行与理想，圣人以身作则，希望透过坚守高尚德性

唤醒世人良知，引导民众自主涵养德行。“仁”学思想的兴起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优秀传统性格特征，

嬗变为现代社会道德行为的重要规范与价值标准，与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相合、

共融共通。 

4.1. “仁”学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柢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之又不断滋养、润

育着先进文化。“仁”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基因，其深蕴着与个人、社会与国家息息相

关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筑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文化根基。 
当子路质疑管仲不似召忽般自杀殉主，反而忠于桓公，是“不仁”的表现时，孔子却认为“桓公九合

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论语·宪问》)，正因管仲竭力辅佐，才使桓公不以武力称霸，

战乱平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实属“仁德”。法国戴高乐将军曾经说过：“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自

己的人民的热爱时，那就是爱国主义。”[6]因此，爱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应有之义，每个公民都要把个人

理想融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个人理想与伟大梦想交相为用、并行不悖。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恭、宽、信、敏、惠”乃“仁”的五种样态，即“恭敬、宽厚、诚信、

勤勉、慈悲”，其中“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使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即恭敬就不易遭受侮辱，宽容便能够众望所归，诚信就能够得到任用，勤勉便极易建功立业，慈悲便足

以使人鼎力相助。这五种优良品格为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内涵意蕴奠定了文化根柢。 

4.2. “仁”学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价值目标 

“仁”学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推动整个华夏民族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它在价值意

义上规定了道德人格的最高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

的价值追求。”[7]经过数千年的文化沉淀、精神洗礼，“仁”学思想的道德精髓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价值目标。 
一方面，孔子“仁”学思想强调躬身践行，讲究经世致用。孔子把以德治国作为重要政治主张，他周

游列国，宣扬“德政”，希望统治者实施“仁政”，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从而复兴周礼。这一实践

理性思想将道德个体的价值与国家的兴衰成败相融合，体现了“仁”学思想深含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担当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的价值旨趣内在耦合，成为新时代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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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与根本指向。 
另一方面，孔子“仁”学思想注重固本培元，培养崇高人格。孔子认为，高尚伦理道德是形塑理想人

格的关键所在，“仁以为己任”乃至关重要的人生目标，“仁义礼智信”更是人生境界中的最高道德标

准。因此，仁学思想对培育个体的高尚人格发挥了重要的价值支撑作用，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

对这一思想理念的具象表达与恰切转化，表征着孔子“仁”学思想的价值旨归。 

4.3. “仁”学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向指引 

奋进新征程，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感召中国精神，汇

聚中国力量，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方面，孔子“仁”学思想主张仁本礼用，注重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耦合关系。在孔子思想体系

中，“仁”是一种代表人生最高境界的道德标准，礼则是这种道德自觉的外显形式与实践手段。礼缘起

于仁，仁发轫于心，个体唯有在内心深处深刻认同、遵从“礼”，才能达到身心合一，真正做到践履“仁”。

因此，孔子提出仁本礼用的思想准则，其展现出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实践的和谐统一，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强调以具体的行为规范践履仁爱精神高度一致，把礼仪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有

助于推动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小、落实[8]，从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了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孔子的“仁”学思想强调仁者爱人，具有自爱、爱亲人、泛爱众、爱万物等伦理层次。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表明孔子强调侍奉父母、尊敬

兄长是做人的根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雍

也)则充分彰显了孔子广施善心、敬畏自然的仁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蕴的博爱理念与和谐思

想交相辉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价值遵循。 

注  释 

文中所引孔子言论均出自《学庸论语》(绍南文化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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