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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蒋福明

(南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湖南 衡阳 4 21 00 1)

【摘 要】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的道德价值

导向
,

在多元道德价值取向之间实现合理整合
,

追求道德价值的和谐一致
。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墓本道德规范
,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

必须不断地建设和谐的道德价值观
,

促进社会的

和谐发展
。

【关健词】和谐社会 ; 价值导向 ; 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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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价值观念的简称
,

通常是指人在对

各种事物和现象的价值进行认识和评价时所持的

基本观点
,

是主体在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是非

对错
、

有无意义等判断时所依据的一系列最基本

的准则或尺度
。

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与价值标准
,

价值观念是一种比较内在地
、

持久

地
、

稳定 的观念模式
,

有其独特的一套发挥机

制
。

一定的价值观植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社会基础
,

同时
,

又是一定民族文

化的核心精神的体现
,

它处于文化的最深层
,

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特别是对思想道德建设

有重要影响
,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

正确的道

德价值导向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一 价值取向的多元性需要道德价值导

向的整合

由于人是价值的主体
,

而人作为主体
,

他不

是抽象的和单一的
,

而是具体的和多元的
,

所以

在现实社会中
,

同一客体对于不同主体的价值往

往是不同的
,

有时甚至是对立的
。

导致不同主体

的价值取向可能一致
,

也可能并不一致
,

形成了

人的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

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

是思想表达的多样性的

必然表现
,

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的一个重要征

候
,

但是
,

多元的价值取 向会不可避免地使个

人
、

群体与社会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上的

困惑
。

要使个人
、

群体与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相一

致
,

协调个人
、

群体与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关系
,

就必须进行道德价值导向
,

使多样化的主观的个体

价值观上升为普遍
,

培育和造就合理现实的道德价

值导向
,

让个体和群体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有正确

的方向
。

若不对多元的价值取向进行正确的引导
,

往往会导致人们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上的困惑
,

甚至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动荡不安
,

因此
,

在多元

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加强道德价值导向就势在必然

了
。

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要在多元价值取向之间实

现合理整合
,

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

价值导向

就是将客观规律和社会价值体系导人到个体和群体

的价值意识之中
,

使客体趋近主体
,

从而促使主体

价值观念
、

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建立在客观事实和

合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

使主体的价值追求取

得成功
。

价值导向是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
,

它以个体
、

群体与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谐一致为目标
,

必须坚持

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
,

使不同的个体明确价值评价

的标准
,

形成价值规范
。

具体可通过各种价值调

节
、

价值激励和价值控制等手段来实施
,

利用舆论

和政策
、

法律
,

引导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观

念
,

促使人们养成合理的价值规范
,

掌握价值评价

的根本标准
。

一般说来
.

道德价值导向具有以下功能
: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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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向功能
, “

突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
、

荣

辱的价值追求
,

以特有的感召力引导人们去扬善

抑恶
,

趋荣避辱
。 ”

它能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

为规范起导向作用
,

它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

这种

倾向性促使人们深刻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
、

与社会
、

与国家
、

与民族
、

与自然的关系
,

乐于

接受某些观念和准则
,

而拒绝另一些观念和准

则
,

使人们
“

择其善者而从之
,

其不善者而改

之
” ,

提高自己选择行为和识别善恶的能力
,

做

到
“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 。

其次是激励功能
。

道

德价值导向是人们理想信念的基础和前提
,

能激

发起人们激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的内在动力
。

在它

的激励下
,

人们会满腔热情地投人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
,

不畏惧任何艰险
,

不计

较个人得失
。

最后是调控功能
。

道德价值导向能

规范人们的行为
,

有力地抑制行为失范的现象
,

成为人们自觉地保持良好道德情操的内在动力
。

二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道德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公平正义
、

民主法治
、

诚信友爱
、

充满活力
、

安定有序
、

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

它是经济
、

政治
、

文化协调发

展的社会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离不开天人

关系
、

人际关系的友好和安定祥和的社会秩序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离不开物质文明
、

政治

文明
、

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
。

建设更加和谐的道

德价值观
,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

求
。

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这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

没有和谐的道德价值导

向
,

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

只有不断地建设和谐

的道德价值观
,

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

首先
,

物质丰富了
,

精神贫乏 了
,

不是我们

追求的和谐杜会
。

生活富裕了
,

道德滑坡了
,

不

是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
。

要实现公平正义
,

民主

法治
,

诚实守信
,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

社会的主导作用对今天的中国有着更为紧迫的意

义
。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

做好和

谐的道德价值导向工作
,

维护人们思想的稳定
,

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

也是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

其次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多元社会为基础

的
。

多元社会事实上是利益多样化的社会
,

它是市

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

它使民主政治成为必然要求
,

同

时也必然会产生价值观念多元化
。

要使不同利益群

体和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和谐相处
,

形成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力
,

不仅需要及时调整利益关

系
,

而且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

没有共同的价值

理念
,

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十分困难的
,

有共同的

价值理念
,

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就能比较顺利
。

因

此
,

从价值观念人手
,

通过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来实

现利益关系的调整
,

不仅是必要的
,

而且是有效的
。

再次
,

当今社会
,

主导价值观面临的严峻挑

战
。

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
,

由于经济
、

政治
、

文

化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与重建
,

我国社会价值观体系

出现了分化的趋势
,

主导的价值观虽然在整个社会

价值观体系中仍居于核心地位
,

但是随着经济主

体
、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等

主客体因素的影响
,

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

化
,

表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多样化
、

多层次的格局
。

总的来看
,

社会道德风貌的主流是好的
,

绝大部分

人的道德面貌是积极向上
、

健康进取的
,

但同时也

有一些人理想信念模糊
,

价值取向扭曲
,

诚信友爱

缺失
,

享乐主义
、

拜金主义
、

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茎

延
,

还存在许多是非荣辱不清
,

善恶美丑不分的现

象
。

这种现象的出现
,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人

缺乏正确的荣辱观
,

没有正确的道德标准
,

他们的

内心深处耻辱感和罪恶感意识的淡化甚至消失
。

因此
,

加强道德价值导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

只有在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引导下
,

人们才会有

共同的理想
,

才会坚守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
,

社会

生活才会和谐有序
。

这些都需要用健康的
、

正确的

荣辱观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动向和行为实践
。

一个荣

辱不明
、

是非颠倒
、

美丑错位的社会是无序和混乱

的
,

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

要有共同

的道德标准
,

这样才可能是和谐的
。

在全社会树立

正确的荣辱观
,

将有助于人们明辨是非
、

善恶
、

美

丑
,

也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
,

培养良好的道德风

尚
,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深层精神支

撑
。

这种变化向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出了新的整合要

求
,

有鉴于此
,

当代社会呼唤良好的道德风尚
,

重

塑民族精神
,

培养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

三 社会主义荣辱观
:
和谐社会的道德

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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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
,

加强道德价值导向应按新的实

践的要求
,

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吸收

借鉴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
,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
、

方法加以改造
,

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体

现时代精神
,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

展服务
,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深层次的

道德价值支撑
。

在确定和谐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
,

倡导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 ; 坚持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 正确处理好

义利关系
,

坚持
“

义利统一
”

观
,

努力追求真
、

善
、

美相统一的理想境界 ; 树立正确的公平正义

观念 ; 树立诚信友爱观念等
。

基于此
,

以
“

八荣八耻
”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反映了

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
,

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

概而言之
,

以
“

八荣八耻
”

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时代的呼唤
,

它为新形势下全

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
,

为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支撑点作用
,

成

为了推动公 民道德建设的有力杠杆
,

更为和谐社

会构建提供了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
。

荣辱观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
,

是人们对荣

誉
、

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

也是社会对人们的

思想和行为进行褒贬评价的道德标准
。

荣辱观是

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的重要 内容
,

是世界

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

不同的时代
,

不同的民族
,

持有不同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人们
,

其荣辱观也是不同的
。

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荣辱观念
,

对其作过深

刻论述
。

比如孟子认为
, “

羞恶之心
,

义之端

也
。 ”

知耻就是要有
“

羞恶之心
” 。

管仲提出
“

仓虞实而知礼节
,

衣食是而知荣辱
” ,

并论述

道
: “

守国之度
,

在饰四维
。

… … 四维不张
,

国

乃灭亡
。

… … 何谓四维 ? 一曰礼
,

二曰义
,

三 曰

廉
,

四曰耻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荣辱

观同样是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褒贬评价的道

德标准
。

以
“

八荣八耻
”

为基本 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

是对中华传统美德

的继承和现代阐释
,

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精辟

概括和总结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深刻的思想

内涵和理论价值
。

因此
,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

出
,

使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有所指南
,

有所遵循
,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
。

首先
,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

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
。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议》 明确指出
: “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

个过程中
,

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
:
坚持爱国

主义
、

集体主义
、

社会主义教育
,

加强社会公德
、

职业道德
、

家庭美德建设
,

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

观
、

价值观
。 ”

同时规定
: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以

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

以爱祖

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科学
、

爱社会主义为基本

要求
” 。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又提出了
“

爱

国守法
、

明礼诚信
、

团结友善
、

勤俭自强
、

敬业奉

献
”

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
。

当今社会
,

在人们

原有的道德观
、

价值观受到挑战
,

是与非存在模糊

的认识
。

新时期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
,

必须对社会

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加以发展
。 “

八荣八耻
”

的重要

论述深刻
、

清晰地阐明了应该倡导
、

肯定什么和抵

制
、

否定什么
,

把对道德规范的要求和个人的美

德
、

自尊
、

自爱
、

自荣感紧密联系起来
,

特别是在

对比中
,

突出
、

明确了
“

知耻
”

这些最基本的道德

要求
,

这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要求方面的补充
、

发展和创新
,

必将在推进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

中发挥积极作用
。

其次
,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取向
。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 “

耻
”

是一个重要的德

目
,

是道德发生的基础和前提
。

人是环境的产物
,

社会风气正
,

人们就能受其惠
,

荣辱不分是产生社

会不良风气的温床
,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

有助于匡

正时弊
,

击浊扬清
。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有助于

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

为社会公众应该怎样做

人
、

做什么样的人指明了方向
,

这些道德要求与准

则既是一种价值追求
,

也是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

它

的提出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
,

提供了科学的道德标准
,

为我们提高全体

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核和行

为准则
。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荣辱不分
、

黑

白颠倒的现象
,

一些人在人生观
、

价值观和荣辱观

方面产生了疑惑
、

盲从
、

是非不明
、

美丑不分的情

况
。

个人主义
、

享乐主义
、

拜金主义流行开来
,

损

人利己
、

见利忘义的各类事件屡屡出现甚至屡禁不

止
。

这些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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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会腐蚀个人乃至民族的精神素质
,

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内在精神障碍
。

所以
,

倡导
“

/又荣八耻
”

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和谐

社会提供了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

有助于我们民

族的文明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升
。

因此
,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

坚持道德

价值导向应该以
“

八荣八耻
”

为标杆
,

大力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

树立道德新风
,

既高度注重

个体内在德性的养成
,

又把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实到

学习
、

生活
、

工作中去
,

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

力量
,

发挥好引领
、

示范和辐射作用
,

带动全社会

形成知荣辱
、

树新风
、

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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