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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曹胜高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

形成的价值认同，是情感、道德、秩序、民族、文化与社会认同的

集合。其中所体现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

的历史积淀，也是当代乃至未来中国最大程度凝聚群体共识的基

石。在当代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合力，才能

行之有效地维护价值认同，作为中华民族持久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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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通过独特的历史命运所形成的

独特的文化形态，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与最独特

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撑。其中所

蕴含的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在社会所有领域

得以体认的基本认同，是中华文明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生性的

凝聚力，更是中华民族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一、价值认同的形成逻辑

价值认同，是立足于个体认同而形成的群体认同。个体认同是

作为有着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活要求的个体，为实现基本生存生活愿

望而形成的现实期待。在这些期待得到满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

情感、伦理、道德、行为等方面的要求，其作为个人愿意遵守并努

力坚守的准则，成为无数个体最为基本的核心认同。个体认同既包

括个体自发形成的情感体验，又包括来自外部约束而不断强化的、

逐渐自觉的伦理道德与行为方式。个体自发形成的情感、道德、伦

理和行为，有些是出于动物本能，如对长辈的依恋和部分生存生活

经验的获得；更多则是出于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伦理观念、道德

认知和行为约束。

观察个体认同的形成可以看到，个体认同能够较为清晰地描述

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或者有着独特生活阅历的人为何会形成与

众不同的自我意识。其所认同的某些伦理观念、道德意识、行为方

式会使其成为特定的“他”，具备着个体独特性，使得每一个人都

能成为与众不同的“自我”，这是群体认同的基础。有了无数独特

的个体，我们才能够以“人以群分”的原则，对社会成员之间的普

遍共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兼顾所有个体要求和个体特征的群体，才能形成普遍意义的社

会。以群体共识为视角观察社会认同，能够抽取出有限或无限个体

之间存在的相似或相同性，使得从不同范围描述群体共识的形成及

其特征具有可能性。譬如两个个体之间出于伦理认同或道德认同，

可以形成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如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主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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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君臣关系等。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行为底线，决定彼此关系能否存

续；二者之间的共同理想或共同期待，决定了彼此关系能走多远，

也决定了其社会意义何在。诸多个体之间相互认同或共同认同某些

道德伦理要求、相互坚守或共同坚守某些行为准则，就可以形成更

大范围的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最初存在于特定群体之内，如家庭、家族等以血缘关

系凝固起来的稳定组织结构。进而拓展到有着相似或相同共识的家

庭、家族之间，以婚姻、亲戚、联盟等约定稳定下来，形成了更大

范围的社会认同。随着家庭的扩大和家族的壮大，不同家庭、家族

之间所形成的网状关系，共同强化了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共

识，落实到交互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之中，确立了人类自发的群体

认同。

家庭、家族及其社会关系被组织起来，担负起生产、救助、服

务、贸易、军事等职能时，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就被强化，所形

成的诸多约定因此具有了某些强制性，约定为共同准则。群体之间

所认同的道德伦理、行为方式作为基本约束，成为每一个个体必须

遵守的法则，这就使得道德认同成为社会认同，作为行为规范，维

持共同秩序。如皋陶曾对禹言及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1 将

之作为早期中国所推崇的道德认同进行强化。夏启在伐有扈氏之前

言：“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

汝。”2 就是利用群体认同所赋予的权力来约束征伐行动中的所有

成员。

早期中国的道德伦理，是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凝聚起

来的最为基础的社会共识。从早期经典的记述来看，尧、舜、禹、

商汤、文王坚守并巩固了这些共识，才得到诸多部族的拥戴，方

能开辟一个时代。如尧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3 舜的“濬哲

1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四《皋陶谟第四》，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04页。

2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七《甘誓第二》，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73页。

3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二《尧典第一》，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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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温恭允塞”、4 大禹的“政乃乂，黎民敏德”、5 商汤的“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6 周文王的“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

庸，祇祇，威威，显民”等，7 不断强化道德认同，整合家族与部

族势力，赢得百姓支持，从而促成彼此协作，形成更大范围的群体

认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

早期中国的道德认同，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体现着

人之为人、人之能群、人之能分、人之能断、人之能行的内在要

求。其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行、责任义务、内在自觉、是非观念

和行为规范的依据，在早期经典中不断被强化，衍生出了诸多的道

德观念，应用于特定的生活领域。如见诸家庭关系的“孝”、见诸

家国关系的“忠”、见诸行政行为的“廉”等，皆是以仁、义、

礼、智、信为学理依据而形成的道德认同。

早期中国的伦理认同，用于约束特定社会关系之间的责任和义

务。孟子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

友有信”，8 将之作为基本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其中的父子指

代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以亲情原则相处；君臣则指代上级与下

级的关系，以责任原则相处；夫妇指代夫妻关系，以尊重原则相

处；长幼指代同辈之间的关系，以兄友弟恭的原则相处；朋友指代

一般的社会关系，以诚信的原则相处，由此形成了中国核心的伦理

认知，约定了在这些关系中交往的内在要求。

制礼作乐，是将道德共识和伦理共识进行仪式化的设计，作为

社会运行的外在规范。以礼别异，制定规则来约束人的行为；以乐

合同，借助情感认同来促成道德认同。中华文化借助礼乐的规则、

形式、程序和制度，在士大夫及其以上阶层中形成了深厚的情感共

4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三《舜典第二》，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51页。

5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四《大禹谟第三》，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86页。

6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八《仲虺之诰第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98页。

7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四《康诰第十一》，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359页。

8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五下《滕文公章句上》，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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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这就将早期中国所形成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仪式化、规范

化、普及化，使得礼乐担负起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功能，成为

评判人事行为的尺度，成为古代中国形成秩序认同和价值认同的 
基石。

以道德认同和伦理认同为基石的价值认同，在早期经典中得到

充分阐释。其作为历史经验在汉代得到全面的继承，不仅通过经术

缘饰吏事的方式成为国家治理的准则，作为判断政治决策和行政行

为的参考；而且作为察举、科考以选拔官吏的学说依据，支配了官

吏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方式。汉代官吏在社会基层推行礼乐教化，以

求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做法常常得到朝廷的褒奖和史官

的肯定，成为古代社会推行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

唐代通过《五经正义》的编撰，弥合了汉魏以来在经典阐释中

的分歧，使承载早期中国价值共识的经典文本，作为历史经验和学

理阐释的文本，成为凝聚文化共识的学术体系。通过修订晋、梁、

陈、北齐、周、隋史，编订北史、南史，对五胡十六国、北朝历史

进行了系统整理，凝聚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共识，为唐朝国家大一统

做了历史性的铺垫。宋儒重新阐释了早期经典中的道德认同，进行

了身体力行的道德体认和躬行践履，通过学规教育弟子，通过家礼

约束子弟，通过乡约影响社会，将价值认同落实到家庭、学校和社

会之中，持续改良社会风尚，形成了古代中国最有影响、最为普及

的道德宣讲体系和行为规范系统，促成了全社会最为深刻的价值 
认同。

古代中国日渐清晰的道德认同、伦理认同、秩序认同，构成了

中华文明核心的价值认同。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以农耕传统为

主流的中华文明要面对游牧文明的南下，在固守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对不同的文明形态兼容并蓄，通过民族认同来吸纳游牧文明的

优秀成果，通过历史认同来凝固更广范围、更大区域的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炎黄血缘关系的强调、对华夏正统地位的强化、

对华夏传统的延续，以及南朝政权对北朝风尚的理解、尊重和效法

等，有意或无意之间弥合了民族差异，使得中华文明焕发出了新的

活力，促成了隋唐时期“华夷一体”观念的形成，并在元朝、清朝

的国家治理中得到强化，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家认同。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和王朝意识，构建了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

天下秩序图式。中央王朝内部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周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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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构建着相对稳固的朝贡体系，其以强烈的道德认同、伦理认同、

秩序认同、社会认同，对周边政权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但超稳定

的社会结构，迟滞了社会的自我更新；相对稳定的朝贡体系，也阻

碍了与国际秩序的同步，使得近代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社会结构的

更新和国际秩序的调整。二者同步剧烈变动，引发了近代中国激烈

的思想变动和秩序调整。维持旧秩序的传统观念，被视为阻滞中国

发展的内部力量；影响中国事务的外部列强，被视为干预中国独立

自主的外部力量。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既需要以反封建为

要求的赓新传统，又需要以反帝国主义为要求的民族自立。在近现

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断被强化的国家观念，汇聚成了以爱国主义

为要求的国家认同，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价值导向。

可以说，价值认同是群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一个群体、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深厚的社会共识。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

体，都受其浸润、得其泽被、为其约束，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守并维

护着这些认同，群体才得以协作、得以认同，才能够最大程度地维

护共同利益、共同原则和共同理想。由此来看，价值认同的形成，

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文化

基因，更是中华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思想结晶。

二、价值认同的学理阐释

对价值认同的学理阐释，要充分按照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的原则来进行，对中华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伦理认知、社会共

识、价值原则进行阐释。尤其要着重阐发有益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概

念、观念和学说，对中华文明所形成的经验、智慧和理念进行解

读，使之能契合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能够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成为具有文化底蕴、历史传承、时代特色的理论

体系。这样的系统研究，才能够直面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能够回

应时代的理论需求和观念挑战，将之转化为有益于民族复兴、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精神财富，为当代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因此，研究价值认同，要着力阐述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

德、中华人文精神在中华文明发展壮大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着力阐

发其作为群体共识，在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持久而稳固的

影响力；要观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对思想理念的日渐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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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美德的高度推崇，对人文精神的充分弘扬，从而清楚地阐释

中华文化中价值认同的学理体系及其作用方式。

核心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在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最为基本的

社会共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清晰明确的价值认同。其中

既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道德要

求，也有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观念，又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

行为习惯，还有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认知，更有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等。对这些核心思想理念的内涵进行明确地

界定，其外延才可能无限地延展，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

域，成为最为广泛的价值认同。如仁爱的观念，便是在人类的生活

中不断凝聚为观念认知，方才汇聚为社会共识。孔子以“爱人”

释“仁”，9 明确了“仁”的内涵是出于人际间的相互尊重、相互

关爱的情感体验，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0 的解读，强调了

“仁”作为道德认知，可以转化为个人心性修为。他以“微子去

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的行为合称为“殷之三仁”，11 则

是以“仁”作为尺度来判断人物、事件，使其担负起价值判断的功

能。《左传·文公二年》又载孔子评价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

祀爰居，三不知也。”12 表明春秋史家已经将仁、智作为价值共

识，来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德行。

在此基础上，后世学者继续阐释“仁”的内涵与外延，使之成

为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如孟子“仁者无敌”的推论，13 将仁爱

之心从情感体验推广到道德认同。荀子“仁者必敬人”的说法，14

9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二《颜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第 168页。

10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五《卫灵公》，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第 214页。

11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八《微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第 246页。

12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文公二
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496-497页。

13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上《梁惠王章句上》，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15页。

1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九《臣道篇》，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 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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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仁爱从道德认同转化为行为准则。董仲舒进一步言：“仁者憯

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

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

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如此者，谓之仁。”15 将仁爱从道德认同转化个人修为，使之内足

以自适，外足以应事，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在这样的认知

中，仁爱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成为衡量社会行为的尺度。《礼

记·礼运》言：“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16 将

“仁”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用于衡量礼乐制度、国家治理、道德

行为，使之成为核心的价值认同。

经过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学者的充分阐释，早期中国

所凝聚起来的道德认知，逐步转化为群体认同，被用于价值判断，

成为衡量个人道德认知、行为方式的依据，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核心

思想理念。这些核心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

也是价值认同的内在学理，更是支撑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

的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美德是核心思想理念在社会道德行为方面的延展，其

落实于人的德性涵养、行为自觉，是以德性体认和行为自觉的方式

呈现出来的价值判断、文明习惯和社会秩序。其中体现着中华民族

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共识，也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智慧，更寄寓

着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例

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要求我们能够做到克己

奉公，勇于负责，辛苦工作，尽个人所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精

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提倡我们能够担负起国家责任，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职尽责。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鼓励我们涵养淳朴善良的德性，不断改良心性，推动社会风气的改

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引导我们体认道德要求，能

感恩、有秩序、会敬重、守诚信，以高度的道德自觉，约束日常行

为，能够严以律己，辨明是非，养成健全的人格。

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追求和精神气质，体现于

15 董仲舒著，苏舆撰，锺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八《必仁且智》，北
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 258页。

16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二《礼运》，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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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艺术创造、科学追求之中。其既是核心思想理念的表现

形式，也是传统美德的呈现状态。其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

世方法，体现着中华文化处理不同意见的理性精神，那就是在差异

中寻求相似性或相同性，消弭分歧，尊重差异，方能尽可能地交

流、沟通和共存。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则强化了人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遵守基本准则，才能够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也明确了发展文学、艺术甚至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

有助于人本身获得更好的生活、进行更为全面的发展，其中必然承

载着对人的引导教化的使命，借助这些艺术的、科学的方式来提升

人自身的能力。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既强调了内在的

属性和外在的形式的统一，又强调了内在直觉和外在客观的统一，

成为中华文化观照客观事物和自我感知的主要方式。此外，俭约自

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既概括了中华民族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谨

敬态度，不求索取与占有，更愿意与自然、他人和谐相处；又描述

了其对内在生活的要求，在于获得心性自足，而不求外在的承认，

体现了中华民族自足自在的生活态度。这些人文精神，作为中国人

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

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成为中华文化独到的

精神标识，也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气质。

核心思想理念是价值认同的学理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价值认

同的行为方式，中华人文精神是价值认同的呈现方式，是我们理解

价值认同的思想路径。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价值认同最为核心的

学理阐释，其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凝聚历史共

识、形成时代共识的思想基础。

三、价值认同的实现方式

价值认同作为最为深厚的社会认同，是维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

史共识，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保障。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

明史中促成价值认同、实现价值认同、保持价值认同的历史经验和

学理建构，有助于在当前乃至未来形成社会共识，提高民族凝聚

力、提升文化自信心，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和现实 
参照。

从历史经验来看，价值认同的形成，既依赖于个体能够自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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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道德伦理要求，涵养德性，改良行为；还凭借于社会舆论的恰当

而准确的评骘，确立明确的价值导向；更依靠于礼乐刑政等综合力

量的作用，三者共同形成价值认同的教化机制、引导机制和维护机

制。《孝经》中言及社会风尚的形成，需要道德教化、行为养成和

秩序约束三方面的合力：“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17 首先要引导百姓养成道德

认知，形成广泛的道德认同；然后借助礼乐将道德认知固定为行为

方式，借助公德形成秩序认同；最后借助于外部约束力量，惩恶扬

善，来实现社会认同。

在这其中，以教育、教化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伦理、

行为、秩序的引导，是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实现方式。孔子曾以

“文、行、忠、信”18 教育弟子，让学生熟悉礼乐、涵养德行。其

所形成的孔门四科，则以“德行”为首。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着力引导学生形成道德人格，养成最为基础的道德认同。曾子

称自己“吾日三省吾身”，19 概括了教师引导、学生自省来体悟道

德、健全心志、向善成德的德性涵养模式。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经

典传授形成道德认同，借助日常行为规范形成社会秩序。班固言早

期中国的教育：“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

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20 其对

学生的教育，既注重基本生活知识的传授，更要强化室家长幼之节

为要求的家庭伦理教育、朝廷君臣之礼为内容的道德行为方式。中

华文化注重教育过程中的养志、趋善、成德，21 便是注重以道德引

导来形成健全人格，促成最为深刻的道德认同。

在家庭教育中，通过家训、家书来进行言教，通过家礼、家规

17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卷三《三才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第 20页。

18 何晏等、李隆基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93页。

19 何晏等、李隆基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4页。

2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
局，1962年，第 1122页。

21 叶采集解，程水龙校注：《近思录集解》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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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身教，以促成良好的家风。中华文化认为，一个人在家里的待

人接物、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决定着其社会行为的底线，也决定着

其判断是非曲直的基准。通过家庭教育来明确道德、伦理要求，形

成秩序观念和社会认同，成为古代中国进行价值认同的主要方式。

明代霍韬所作《家训》，其中列孝亲、悌长、尊师、敬友为家教的

准则，其解释说：“孝亲仁之始也，弟长礼之恒也，尊师义之则

也，敬友智之文也。仁义礼智，心之畜也，童子习之，所以正心

也。”22 是将传统的道德伦理落实到日常行为中，并为之订立基本

的准则，将道德认知和行为约束融合为一，形成了独特的德行养成

模式。

家庭教育是对价值认同的感知阶段和确定阶段，是中华文化形

成价值认同的初阶。所谓的感知，主要是指孩童通过情感体验来形

成道德认同和伦理认知，在长辈的呵护下形成对外部秩序的基本理

解。长辈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道德观念和行为

习惯，这就要求其意识到自身对孩子情感体验、心性成长的关键作

用，用恰当的情感表达、得当的行为方式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道德

伦理认知。所谓的确定，主要是指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诸多

道德伦理、社会交往、秩序运行等方面的困惑，不可避免地会与外

部世界发生冲突、形成歧见，长辈要更加理性而温和地对其思想困

解、交往困境和秩序困惑进行解答，引导孩子正确地看待现实冲

突、人际纠纷和社会矛盾，坚守道德底线，坚定价值认同。这既需

要家长或长辈要明晰价值认同的形成方式，更要确立稳定而坚强的

价值观，才能将价值理念中的诸多原则、学说与家庭生活结合起

来，对孩子进行耳濡目染的教导。

在学校教育中，道德认同更注重通过涵养、内省、引导、躬行

的方式形成，并引导学生形成初步的价值认同。宋明的书院教育，

在知识传授之外，更注重德行的涵养，如王阳明所订《教约》中

言：“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

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而不失之拘局。久则

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23 将礼仪活动作为涵养道德的过程，引

22 霍韬著：《霍渭厓家训·蒙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 76页。

23 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
习录中·教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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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体会礼仪中所蕴含的道德认知，实现德行合一，以此强化最

为基本的价值共识。

在学校形成价值认同，首先要充分阐释一个时代最为核心的价

值认同，使学生耳熟能详，能对其概念、定义进行准确地表述，并

根据学生自身的认知特点对其进行解读，或讲述历史故事，或见诸

日常行为，通过形象鲜明、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道德、伦

理、社会、历史、民族、国家等共识，形成理性的价值观念。其次

要将价值观念落实到日常的见闻之中，让学生意识到遵守了这些价

值认同，不仅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

和褒奖，更能够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秩序的改善，激发其自觉维

持价值认同的动力。然后是使学生能够辨明是非，使其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知识的累积，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去思考、研究价值认同的学

理、方式和策略，自觉承担起维护价值共识的责任。最后，还可以

借助日常行为、事务来观察、评判一个人的德行，对其进行褒奖与

批评，使之能够见诸行动，进行自我省思、自我调整，引导并深化

其判断是非的准确性。

在社会教化中，中华文化既强调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百姓形成

道德认同，更注重借鉴生产生活的制度、习俗规定来促成社会认

同，此外，还需要借助利益关系来维持秩序认同。《礼记·王制》

言及社会教化：“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

崇德，简不肖以绌恶。”24 设立专门的教化之官引导百姓熟知冠、

昏、丧、祭、乡饮酒、相见之礼，借助礼仪制度，熟悉父子、兄

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主宾的相处之道，深化道德认同，

改良公共秩序。然后将这些道德认同推广于饮食、服饰、事为、异

别、度、量、数、制等生产、生活实践之中，让百姓在日常生活中

理解制度、规定和约束，形成最大范围的社会认同。在此基础上，

还要建立社会救助机制，使普通百姓不因为生活所迫而违背社会秩

序，放弃良俗，保证社会基本道德伦理不因百姓为生存所迫被紊乱

被损坏。在此基础上，对崇尚道德、遵守秩序、维持共识者进行提

拔、奖掖，对违背社会共识的行为进行惩处，使得人人崇尚价值认

24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9年，第 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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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遵守价值认同，弘扬价值认同，形成最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领域中要形成价值认同，关键在于教育机制、宣传机制、

约束机制和惩戒机制要形成合力，共同维护正确的价值导向，维持

社会正义。在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中，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多元化，

虽然主流价值观能得到充分提倡，但不劳而获、唯利是图、好逸恶

劳、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不良风气依然存在，而且与

正向的价值认同此消彼长，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会不断滋生泛滥。这

就需要教育、文化、宣传、艺术、经济、司法等领域能够长期稳定

地形成合力，倡导核心价值观，维持社会最为基本的价值共识，将

之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依据、主导文化艺术产品的旋律、衡量社会

经济活动的准则、进行是非曲直判断的标准。综合运用文化传承、

历史经验、现实要求、利益诉求等手段，守护核心价值观，维护核

心价值认同。以此引导社会按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要求，

自觉维护国家认同；遵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要求，主动维

护社会认同；遵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共同维护道德

认同，这样就能继承文化传统，形成文化自信；凝聚时代共识，形

成价值观自信，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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