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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中华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而在其主流中形成的具有相应价值的传统

精神文化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现象。中国文化及其传统根植于悠久的古代，其发展过程中从未有

过中断。中华民族历经数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在没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了它。 正是

在民族精神文化的主流中，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基本学说。 来自印度的佛教在适应新的

文化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由儒，法，道三者之间

互相融合形成的。 在每一种学说理论中，创始人的形象和生活都成为理论与学说的一部分。儒

家学说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鲁国圣人一生中的每一个插曲早已成为他所提出教义的某种立场的

例证。 儒学一词来源于这种宗教伦理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拉丁化名字--（主要人物“孔夫子”）

生活在公元前552-479年。 儒家思想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变革时期，当时奴隶社会走向瓦解

，无法从传统伦理角度要求权力的人掌权。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对传统道德规范下加以适当的改

造。 孔子深信，只有“道德律”才能迫使人民服从国家法令。这一思想是其“正名”学说（臣民）

的核心，他提出了一个人的实际行为和社会地位与其道德和礼节地位相对应的要求。 

 “正名”在理论上应有助于实际的自我认识，以便能够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使个人不仅能够自我完善，而且能够在为所有人服务的行动中实现其目的。 国家各级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以家庭为教化的基本单元，在这种模式下，不仅统治者的权力，而且家庭父亲的

权力都被视为天意的表达[3；174]。 天意所对应的国家制度，就像社会化的个人的行为一样，

必须满足“人性”（仁）和“体面”（礼）两个基本要求。 仁（“人性”，“人性”，“仁爱”，“善良”，

“怜悯”）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包含三个方面，孔子的追随者正是根据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 在道德和本性方面，“人性”被理解为对人的爱，怜悯和同情；在社会伦理方面，被理解为一

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正确态度；在伦理和形而上学方面，“人性”被理解为个人融入世界整体。 正

如中国近代教育家刘作常所指出的，仁构成孔子教学体系的主要核心:第一，人文性是教育教学

内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实现人性化是教育教学过程的目标； 第三，通过教育，每个

人都必须成为人性的化身。[1；84]。 孔子的“仁”（人道，人道）和“礼”（规范，行为规则）等

伦理政治教义的核心原则，与民间的教育和学习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就是儒家思想经久不

衰的主要原因，儒家思想有2500年的历史。 众所周知，孔子看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保存和

传承古代文化的后裔“韵”。 孔子认为，“圣”（“圣”）是半真实，半神话的“古”（“古”）统治者

的文化创造者，这使他能够将“文”--“文化”，“文化性”，正确的社会制度和治理--定义为等同于

人的单一“道”（“道”）的具体表现。 孔子的教义载于“论语”（“论语”，“论语”等）。 孔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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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集是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的。 “论语”的现代文本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各种变体

的组合而形成的。 “论语”格言被一个主题统一在一起--创造理想的人类社会，这是人类自我完

善的结果。 孔子的人学是通过人对“文”的接受而形成的。 在“论语”中，孔子将“人道”定义为对

人的爱[论语，十二，二十二]，以及超越自我，回归礼义[十二，一]，并将“仁”（钟）和“仁”，

“仁”（蜀）称为实现人道的两种基本途径。在“论语”中，“奉献”是指“在别人身上肯定你想肯定

的东西，在别人身上激发你想激发的东西”，而“慷慨”（“同情”）是他制定的“金科玉律”，是良

好行为的一般特征:“你不希望你自己做的事，就不要做别人”[论语，十二，2]。 孔子的弟子曾子

将这两个规则合二为一（中书），用他的话说，定义了“夫（道）道”[3；153]。 在孔子那里，“

仁”表现为“贵夫”[“论语”，四，五]的内在属性。  

君子----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规范人格，一个完美的人（主要从道德的角度），一个仁爱

的人。 按照儒家的观点，这种人格的品质首先应该是君主。 因此，孔子的“君子”与“君王”，“

统治者”的概念往往是相同的。 与“君子”相对立的是“小人”，一个缺乏崇高道德品质的人，通常

是平民的代名词。 因此，“君子”是一个精神自主的人，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有无自主能力，而“小

人”则无法走出自己的能力框架（自己固定的品行举止）。  

孔子对人性的理解是在他伦理的另一个关键范畴--“与”的背景下揭示出来的，“与”的意思

是“义务”。 同时，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义务的概念也起到了评价传统仪式的道德参照的作用

。 在哲学家的社会等级教义中，爱一个人意味着履行你对他的义务，也就是说，不允许他自由

行事，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关心他，并在必要时惩罚他:“你怎么能对你爱的人不挑剔呢？ 

如果没有你所忠诚的人的指导，你怎么能离开呢？“[2；11]孔子的宇宙论认为生命是一种义务

和牺牲的壮举，它创造了一个道德上完整的社会。 

儒家社会的理想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充当媒介，而是

共同实现天意。 孔子在其著作“大教”和“中庸”中揭示了他所认为的五种简单而伟大的美德的基

本内容，这些美德符合自然法则，是人类共同生活中合理秩序的基本条件。 它们是（1）智慧

，（2）人性，（3）忠诚，（4）尊敬长辈，（5）勇气----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限度内，这些

都必须得到承认。 实际上，这意味着真诚和对自己和他人的高度尊重，当然，只有经过选举和

充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正如俄罗斯汉学家V.V.Malvin所说，“孔子认为人的生命，或者可以

说，人的生命，是一个永久的，永远不完整的教导和教育过程”[3；112]。 因此，对知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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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的各种途径，在他的教义中被认为是一种无条件的善，超过了人的生命本身的价值

:“早晨听到一条路，晚上就可以平静地死去”[“论语”，十四，7]。  

儒家“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将社会各阶层的集体努力结合起来。 每

个人，无论他在社会等级中的处于什么地位，都有义务认真履行他的社会责任。 这些方面在今

天形成当代青年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尤为重要。青年的精神世界受到各种教育作用的影响，并

受到对适当融入不稳定和过渡的现实生活关系系统的思辨，这使青年的基本价值观集中在有助

于生存的东西上。所有这一切都因专业文化正在被大众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流行文化所取代，

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  

在处于转型阶段的社会的新社会经济条件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加速 

地位提升的方向——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现代年轻人文化自我实现的具体性质。同时 

，对可能性的研究利用传统价值观的潜力在青年工作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一个国家

人口的文化水平对于社会工程的成功实施和维护社会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重要性体现了青年的

价值观、指导方针和文化理想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收了传

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人格的积极地位。青少年人格精神文化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形成的教育工作日

益复杂。这在文化过程本身商业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当社会逐渐从“高”文化的规范和价值观

转向“大众”文化的平均样本时，在青年亚文化中传播的青年评估中发现他们的折射。在这种情

况下，或许可以求助于儒家学说，其教学的实践取向是研究人的隐性，以寻找方法来教育人们

朝着“正确的生活”的方向发展。这是最接近儒家人的理想的贵族的任务，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

品质，例如对传统和人性的透彻了解，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责任。其教学的实践取向是研究人的

隐性本质，以求教人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这是最接近儒家人的理想的贵族的任务，因为他

们具有一定的品质，例如对传统和人性的透彻了解，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责任。其教学的实践取

向是研究人的隐性本质，以求教人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这是最接近儒家人的理想的贵族的

任务，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品质，例如对传统和人性的透彻了解，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儒家表现出惊人的独立

于产生它的社会的特定历史命运。此外，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能够起到形成结构的社会因素

的作用——统治阶级在参与儒家教育的原则上的分配。基于此，AS Martynov 说，在历史方面

，“我们可以将儒家定义为整个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个不变的组成部分”[5; 156]。的确，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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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古代，今天前所未有地具有相关性，我想相信，它将永远相关，因为该教义的精神核心

是永恒的人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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