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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

徐克谦

　　摘要 　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这种价值优先观具体表现

为 :道义的价值优先于功利的价值 ,德性的价值优先于智能的价值 ,群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

价值 ,平安的价值优先于自由的价值 ,和谐的价值优先于竞争的价值。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价

值优先观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许多重要的正面的功能 ,但也有其局限和流弊。全球化时代 ,

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可以形成“中和 ”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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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徐克谦 ,男 , 1956年生 ,江苏江都人 ,哲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思想、儒家思

想。南京 　210097

　　价值观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一种文化的

价值观 ,就是指创造和维系这个文化传统的人们 ,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社

会实践中所共同争取、奋斗、维护的目标和价值。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当然会有不少

相通的、普遍的方面 ,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个性。而这些差异和个性往往表现于价值优

先观 ,也即关于在众多不同的价值指标中以谁为优先的看法上。在任何社会中 ,人们所追

求的价值都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而在对诸多价值指标的追求中 ,往往会

出现一些密切关联却又互相矛盾两难的价值取舍。当这种两难价值取舍的情况不得已而

出现时 ,更强调某一价值的优先性 ,这就是所谓价值优先观。

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优先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 ,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 ,他们

通常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或各种价值相比较而言的高低和优先度是不尽相同的。

例如“自由”的价值 ,可以说带有普世性 ,是普世价值 ,完全否认“自由 ”之价值的文化恐怕

是没有的。然而 ,是否所有文化都把“自由 ”的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都认为“不自由

毋宁死 ”? 回答却未必是肯定的。一种文化的价值优先观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群在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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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生存环境和漫长的演进历史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 ,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理解和

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价值优先观 ,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维

持各民族人民和文化的和睦相处和共同繁荣是十分必要的。

以“孔孟之道 ”为源头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 ,对中国人的普遍

伦理道德 ,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

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思想结晶 ,儒家的价值观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 ,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因此 ,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这种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展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

观 ,突出表现在以下这几种价值两难取舍中的优先考虑 :

一、道义的价值优先于功利的价值

儒家并不是非功利主义者 ,相反 ,儒家是相当讲功利的。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甚至有

特别强调功利的“事功学派 ”。儒家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反对人们对利、包括个人之利的

追求。无论是对于国家而言的富国强兵 ,还是对于个人而言的福禄财富 ,在儒家文化中的

价值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对于广大民众 ,儒家认为统治者首先应该保证他们对于物质利

益的要求。然而 ,在面对一件具体事情的时候 ,如果道义的原则跟功利的要求发生了矛盾

冲突 ,则儒家的价值观要求优先考虑道义原则。而儒家道义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仁

义 ”。不仁不义的事 ,功效再高、利益再大也不可做。儒家说仁者“爱人 ”(《论语 ·颜渊 》) ,

为政以“爱人为大 ”(《礼记 ·哀公问 》) ,“爱人 ”就是要珍惜爱护人 ,以人为本 ,遵循人道和

人性的原则。如果追逐功利的行为本身发展到了背离人性、不人道、害人的地步 ,那就必

须立即停止。道义的价值优先突出表现为儒家的“义利之辩 ”。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是主张以“义 ”为重的。如孔子曰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 ·里仁 》) ;“见利思

义”(《论语 ·宪问 》)。孟子曰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怀仁义以相接也 ”(《孟子 ·告子下 》)。

荀子曰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 ,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 ,上重利则利克义 ”(《荀

子 ·大略 》) ;“无以利害义 ”(《荀子 ·法行 》) ;“先义而后利 ”(《荀子 ·王霸 》) ;“重义轻利 ”

(《荀子 ·成相 》)。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完全不讲利 ,或者总是把“义 ”和“利 ”绝对对立

起来 ,而只是表明儒家强调在对“利 ”的追求中不能违背“义 ”的道德准则。所谓“义 ”,在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 ,需要具体分析。通常 ,“义 ”往往会是更大

群体的、更加长远和更根本的利益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 ,但也可以是一种根本超越了世俗

之功利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信念 ,体现着人类对于崇高永恒之善和美的价值的精神需求 ,是

较之对于物质之“利 ”的需求更高层次上的需求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因此 ,先

秦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见义勇为 ,甚至当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极端情况出现时 ,主

张“舍生取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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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 ,提倡这种道义高于功利的价值优先观 ,有助于遏制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唯

利是图、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恶劣风气 ,纠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

济利益和效率、缺乏人性关怀和道德考量的偏颇。当然 ,也应当冷静地看到 ,如果对道义

原则的地位和适用范围强调过分而走向极端 ,有时也会模糊一个社会中应有的利益和权

限的界线 ,使得这个社会在功利效益方面处于含混不清和缺乏动力的状态。

二、德性的价值优先于智能的价值

德性与智能的价值 ,都是儒家所肯定的。在儒家思想中 ,“尊德性 ”与“道问学 ”二者

都很重要 ,如《中庸 》曰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实际上在早期儒学的修养论和教育观

中 ,德性的修养与知识的追求、智能的提高两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而不是互相对立

的。但是就其相对的优先度而言 ,儒家倾向于认为“德性 ”价值更高于知识和智能的价

值。这具体表现在儒家对“智 ”与“仁 ”二者关系的认识上。总的来说 ,儒家认为君子不仅

应当是仁者 ,同时也应当是智者。孔子曰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知者动 ,仁者静 ;知者

乐 ,仁者寿。”(《论语 ·雍也 》)仁且智对个体人格的健全与完善都是十分重要的。孔子本人

就既是一位仁者 ,又是一位智者。例如子贡称赞夫子 ,曰 :“学不厌 ,智也 ;教不倦 ,仁也。

仁且智 ,夫子既圣矣 ! ”(《孟子 ·公孙丑上 》)但是相比较而言 ,儒家认为“智 ”应当从属于

“仁 ”,服务于“仁 ”。如《论语 ·里仁 》:“择不处仁 ,焉得知 ?”《孟子 ·公孙丑上 》:“莫之

御而不仁 ,是不智也。”按照孟子的理解 ,“智 ”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在于知仁知义。孟子

曰 :“仁之实 ,事亲是也 ;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 ·离娄

上 》)“智 ”而不“仁 ”则不能算真正的“智 ”。儒家所讲的“知 ”,当然也包括一般意义上对

客观知识的探究 ,如“多识于鸟兽草木虫鱼之名 ”(《论语 ·阳货 》)之类 ,但更重要的却是对

德性的认知和体悟。而学习求知的根本目的 ,最终往往归结到做人 ,归结到德性的提高 ,

成为“君子”、“圣人 ”。荀子曰 :“学恶乎始 ? 恶乎终 ? 曰 :其数则始乎诵经 ,终乎读礼 ;其

义则始乎为士 ,终乎为圣人。”(《荀子 ·劝学 》)这种价值优先观要求人们在对某种知识或技

能作出评价、选择和运用时 ,不可以不考虑其有可能带来的人伦道德后果 ;在设计某种策

略、参与某种博弈时 ,不可以不讲道德、不择手段 ;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标准上 ,虽然以德

才兼备为最佳 ,但如果德与才不可兼得时 ,则倾向于优先考虑德。

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这种德性价值优先的观念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现

实意义。在高科技、高智能的社会环境下 ,如果社会普遍丧失了德性价值 ,让没有道德感、

缺乏德性的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那么 ,偏离了德性价值导向的高智能和高科技对人

类造成的危害之巨大 ,很可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因为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可以轻

而易举地毁灭人类自身的高水平。当然 ,如果过分强化德性的价值 ,在一切知识和智能领

域都搞泛道德化 ,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文化中探究客观知识的冲动 ,遏制个体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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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聪明才智进行创造的欲望 ,从而阻碍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古代社

会发展历史上 ,并非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三、群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

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中。儒家

并不否认个体的价值。早期儒家所谓“为仁由己 ”、“特立独行 ”、“独善其身 ”、“匹夫不可

夺志 ”,都是在不同意义上强调和凸显了个体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但是 ,儒家认为个体不

是孤立存在的 ,个体之所以具有作为“人 ”的丰富性 ,就在于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 ,是

一种“群 ”的存在。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 ”(《论语 ·微子 》) ,荀子也说人跟牛马等动物

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 ”(《荀子 ·王制 》)。个人总是生活在家族、社

群、团体、国家、民族的种种社会关系之中。人在社会上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我 ”而存在

的 ,而是作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等一系列社会角色身份而存在的 ,人的本质也

就体现于他所处的群体关系的总和之中。个人只有生活在人群与社会之中 ,才成为真正

的人。因而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群体的发展 ,并且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发展密切相关 ,个人的

价值也有待于他所处的群体关系来定义和认可。因此 ,儒家提倡一种以群体为重的价值

观 ,认为当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事件中不幸发生矛盾冲突时 ,个人的

价值和利益应当服从于群体的价值和利益。这并不是说儒家完全无视个人的价值和利

益 ,而是说在两者发生冲突、无法兼顾的极端情况下 ,儒家偏向于优先考虑群体的价值。

这样一种群体重于个体的价值优先观 ,有利于形成和维系一个群体内部强大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事实上也往往能促进一个群体内部所有个体价值的整体提升 ,使群体中的个

体普遍受益。但是如果过度强化这种群体价值优先观 ,也会产生弊端 ,即它会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个体的个性的充分发展 ,泯灭一个群体内部的多样性 ,并且有可能为群体中少数当

权者假借群体名义侵夺其他个体的利益提供借口。

四、平安的价值优先于自由的价值

“自由”的价值 ,包括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政治自由、精神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人相对

于自然规律或必然性的自由等 ,是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在现代西方文化中

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在西方某些国家有时被强调到极其夸张的程度。例如美国政府及其

总统 ,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打出“自由 ”这一至高无上的旗号。其实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对“自由 ”价值的肯定。在早期儒家思想中 ,不仅有“为仁由己 ”、

“匹夫不可夺志 ”之类体现精神和道德意志自由的观念 ,也有“不事王侯 ”、“独行其道 ”、

自主言行出处、张扬民视民听等体现社会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精神。但是 ,“自由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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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经验的、个人“自由 ”的价值 ,在儒家思想中从来没有被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以

儒家的观点来看 ,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个人而言 ,和平安定的价值恐怕都要高于“自由 ”

的价值。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显然把和平安定的价值置于个人自由的价值之上。例如

“不患贫而患不安 ”的思维 ,以“安天下 ”、“平定天下 ”、“国泰民安 ”为最高政治理想 ,维护

“大一统 ”的政治局面 ,维护现存的“礼 ”的秩序等等 ,即体现出这样一种价值观。在儒家

价值观的影响下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和平、安定的价值 ,个人自由被控制在一定的限

度之内 ,以不破坏家族、群体的和平安定为度。中国传统文化不太鼓励脱离社会秩序和群

体关系的绝对个人自由 ,也不太鼓励试图超越自然极限的自由冒险精神。这种文化价值

跟中国古代内陆农业文明的基本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众多人口依附在有限的土地上靠

农业谋生 ,脚踏实地平平安安过日子显然比到处追求“自由 ”更为重要。对于中国古代宗

法制农业社会的民众来说 ,他们与其说希望追求“自由 ”,不如说更希望得到一种归属和

依附的感觉。他们依附于土地 ,归属于祖宗 ,安土重迁 ,不愿意背井离乡 ;他们希望天下太

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而儒家思想中所谓“乐天知命 ”、“素位而行 ”、“独善其身 ”等

等 ,都是要求人们在安于本分、不破坏社会整体和平安定的前提下 ,寻求相对的个人身心

自由而已。

这种平安价值优先的观念 ,对于维持中国如此广阔疆域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 ,

维护社会政治的相对统一稳定 ,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也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爱好和平

的民族。但其弊端则是易于形成一种保守、惰性、安于现状和缺乏进取、开拓、冒险精神的

民族性格。

五、和谐的价值优先于竞争的价值

“和 ”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价值 ,儒家讲“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 ·学而 》) ,礼的一个作

用就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儒家崇尚“和 ”的价值 ,向往“致中和 ”、

“外内和顺”、“群居和一 ”、“咸和万民 ”的境界 ,认为“人和 ”比“天时 ”、“地利 ”更重要。

与“和 ”相对应的另一方是竞争、斗争乃至冲突。竞争或斗争的价值在西方文化中也是被

正面肯定的。尤其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 ,就特别推崇竞争的价值 ,认为

竞争、斗争和冲突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常态 ,而且还是推动历史进步、促进

人类进化的动力 ,因此有所谓“斗争哲学”,不仅斗天斗地 ,而且也斗人。儒家并不一概否

定竞争的价值。孔子说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 揖让而升 ,下而饮 ,其争也君子。”(《论

语 ·八佾 》,又见《礼记 ·射义 》)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 ? 予不得已也。”(《孟子 ·滕文公下 》)依

照一定的规则和礼仪“其争也君子 ”式的竞争 ,为了大是大非问题不可回避、“不得已 ”而

为之的争辩 ,儒家认为是必要的、值得的。但儒家显然认为和谐的价值高于竞争的价值 ,

所以主张尽量避免相互竞争 ,回避斗争与冲突 ,特别是那种无序的、恶性的竞争与冲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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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平与和谐。因此 ,儒家主张在处理内部关系时 ,应尽量避免冲突 ,消除斗争 ,“尚辞

让 ,去争夺 ”(《礼记 ·礼运 》) ,“君子无所争 ”(《论语 ·八佾 》) ;在处理外部关系时也不崇尚武

力 ,“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 ·季氏 》)。

这种和谐优先于竞争的价值取向 ,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 ,减少恶性冲突对社会可能造

成的伤害 ,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 ,也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含蓄内敛、谦让温和、温文

尔雅的民族性格。但其流弊在于一味求和 ,回避矛盾 ,有时并不能根本解决存在的问题。

有的时候恰恰只有在面对冲突、解决矛盾之后 ,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更加持久稳

定的和谐。

在运用价值优先观的具体实践中 ,古代儒家还给我们留下了“执两用中 ”、“过犹不

及 ”、“中和 ”、“中权 ”等高超思维方法和智慧 ,这种方法和智慧为我们辩证地处理不同价

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指导。各种价值及其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优先序列 ,固然有其

相对稳定的常态 ,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逻辑 ,任何价值一旦推到极

点 ,把它绝对化 ,它就会走向反面 ,呈现出相反的价值。因此 ,为了维持一种价值 ,恰恰不

能把它推到极端 ,而应当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环境、事件 ,掌握一个“中和 ”、“中权 ”

的度。

“执两用中 ”、“中和 ”的辩证思维 ,对于处理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

突也很有启发意义。在没有与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和比较之前 ,一个民族往往会

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优先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

化观 (如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等 )至今在许多人头脑中仍然很有影响。例如美国一些

政治家们就经常倾向于把他们所理解的“自由 ”、“民主 ”价值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普遍至高

无上的价值。然而 ,跨文化比较却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

丰富图景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乃至冲突非常普遍。儒家“中和 ”的思维提醒我们以一种辩

证的、相对的和全局的观点来看待自己文化和其他文化不同的价值观。通过与其它文化

中的价值观进行比较 ,我们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优先观可以获得更加深

刻而全面的认识。如果把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优先观跟西方文化中的价值优先观 (比如以

当今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价值优先观 )作一些比较 ,可以发现中西文化价值观中

的一些对立的方面 ,恰恰形成一种互补、互相纠正偏颇的辩证关系。因此 ,我们应当立足

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实践 ,以“执两用中 ”和“中和 ”的智慧 ,吸纳其他文化传统价

值观的优点 ,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改造和综合创新 ,以形成符合时代发展

要求、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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