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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 泽民
“
以德治国

”
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安邦治国的基本方略。

“
以德治国

”
思想的丰富内涵包括对

道德在规范中的地位作用、
“
治国

”
层面的道德建设、以什么

“
德

”
来治国、

“
以德治国

”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

妁定位以及道德建设发展诸问题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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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去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

二。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t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 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

亡莛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

丈道德建设 ,以 德治国。要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

紧≡结合起来。江泽民
“
以德治国

”
思想是对我们

呓珂导人民安邦治国的基本方略的精辟概括 ,蕴 含

苫≡富的内涵 ,包括道德在规范中的地位作用、把道

猛迳墁玟在
“
治国

”
层面应如何理解、以什么

“
德

”
来

t匡 ˉ
以德治国

”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定

江 道凳建设的发展等问题。从诸多方面去理清和

猁嗫%。、讠只,对推动我国新世纪的道德建设 ,具有重要

匹理亡气实践意义。

一 对道德在人类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作用问题

珂及i
廴全是由人组成的。人在社会中活动 ,依 据的

暹蘑丁
=律

、道德、社会规章等社会规范体系。我们

叮道 ~逭 存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层面 ,人 的

顸 喟 意△化为真、善、美的追求 ,理性驾驭情感 ,情

吾=琶理哇 q这个过程就是道德在人的精神世界中

适廴砹哐手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 ,我 们说人是不

能没有道德的 ,道德是人 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

实现的一种社会形式。道德的目的是对世界进行价

值评价 ,分清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 ,

并高扬前者 ,鞭笞后者 ,从 而调节社会关系 ,发展个

人品质 ,提高精神境界 ,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

对
“
以德治 国 ,搞 好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

”
的理

解 ,首 先需要回答道德在人类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作

用问题 ,回 答道德与法律的联系、区别问题 ,这实际

上是要说明 ,为什么在法律之外 ,人还需要道德 ?

从道德和法律的起源看 ,在原始社会 ,最初的规

范并没有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区分 ,它是风俗习

惯性规范。原始社会末期 ,社会利益的冲突导致阶

级与国家的产生。随着社会 的发展 ,调节各种社会

关系和利益冲突的规范产生了。其 中 ,一 部分规范

是以强力手段来强制社会成员去遵守 ,这被称为法

律规范 ,而其余规范则被人们称为道德规范。如果

把被区分为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前的规范看成是

原始的道德规范 ,那 么 ,我 们可以说 ,法律来源于道

德 ,人类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

出来的。道德在法中的渗透主要表现在 :道 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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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决定法律的面貌和内容的最接近的基础。法

之所以为法 ,而 不是
“
任意的立法

”
,不是

“
纯粹的法

律
”
,原因就在于此。

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看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作为行为规范是有区别的 :法 律是强制性的、外在的

要求 ,而道德是内在的、非强制性的自律。它们之间

又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于 ,法 的

合理性依据在于道德 ,即 法律除了以权力或暴力作

为后盾外 ,还应体现社会发展规律、人类进步与发展

方向以及先进阶级的利益或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人

们的社会活动是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 ,

面对公正与非公正、是与非、善与恶的价值选择和行

为选择 ,依赖于活动主体的良心、责任感、正义感来

起作用 ,人的活动具有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

自由度是不能用刚性 的法律来制约的。道德是立

法、执法、守法的基础 ,任何法律规范或履行法的实

践都需要有道德来支持。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 ,

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没有好的道德素养 ,那 么再有

效的法律也是无济于事的。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

说 ,国 之魂在德。

从法律和道德的活动范围看 ,法律活动范围是

固定的 ,是 法律圈定的范围。而道德活动的范围是

不确定的 ,谁也无法限定人的内心活动。面对现实

生活中出现的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诸多矛盾

冲突 ,法官只能以法律为准绳。在执法和司法领域 ,

法律高于道德。同样 ,在道德领域 ,道德高于法律 ,

人们完全可以依据道德标准评判法律的优劣和判决

的对错 ,谁都无法拒绝道德评判。

从法律和道德 自身功能来看 ,在世界 日益走向

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动 荡不定、变化莫测的市场 ,使

许多交往的行为复杂、无序 ,远远不象小农经济那样

周而复始、整齐划一、沉闷僵化。在市场经济条仵

下 ,管理社会、管理国家依靠人治是断然不行的 ,仅

仅依靠法律也是不够的。法律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

节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确实具有强大的效力 ,但 法律

不是万能的 ,在人的行为中 ,在社会的生活中 ,有许

多问题不是靠法律就可以完全解决的。相对于社会

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多变的矛盾 ,法 律具有制定迟缓

和修改滞后的特点 ;法 律条文的封闭性使其缺乏广

泛的渗透力 ;法律更多是补课性的惩治 ,缺 乏防治性

的劝导 ;法律和司法的不完美直接影响法律的效力 ;

法律也不可能将人的行为动机、行为后果的评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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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进来。而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 ,它 与人

的存在直接同一 ,深藏于人的品格、习性、意向之中 ,

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 目标。人们随着道德

水平的提高 ,不仅会做到 自觉守法 ,而且会产生对一

切违法犯罪行为不予容忍并与之做坚决斗争的正义

感。尤其应当指出的是 ,道德的多样性、层次性和非

强制性本身给予了人们充分选择的 自由 ,它 有助于

增加人们行为自由的空间 ,从而有助于提升人们的

主体人格。充分的人格主体性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内

在灵魂和精神支柱之一。

从二者付出的成本而言 ,单 纯依靠外在的强制

性去约束活动主体 ,所要花费的实施成本也是极其

昂贵的。说一句极端的话 ,哪 怕用一个人去管一个

人 ,操作中还是会有漏洞的。所 以最完整意义上的

外在强制性规范的实施成本是令 国家无法承受的。

而道德的劝导性、自律性、为善性在提升人的主体性

的同时 ,也节约了社会执法成本。因此 ,在强调外在

强制性法律的同时 ,还必须重视社会道德的 自律意

识 ,以 达到对法规缺位和力所难及的弥补作用。

其实 ,对为什么在法律之外 ,人还需要道德这一

问题 ,西方一些伦理学家曾进行过论证。美国伦理

学家威廉 ·K· 弗兰克纳在其代表作《善的求索

——道德哲学导论》中讨论了如下问题 :“ 为什么社

会应当采取像道德这样的风尚呢?为 什么除了成

规、法律和明哲外它还应当建立这样一种体系来指

导行为呢?” 他进而指出 :“ 对于群居的人们 ,不 这样

就很难获得人类的满意生活条件。看来其他选择要

么是一种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所有人或者

大多数人的处境将比现在更坏 ,即 使霍布斯所说是

错误的,他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将是
‘
孤独的、贫

困的、龌龊的、野蛮的、短促的
’

,要 么是 ,人们不曾

想象到的那样一种极权的利维坦式国家 ,在 这种国

家中法律管制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个 人在有效的强

制力量的威胁下不得稍有违背。
”

[1](243-244页 )

道德和法律二者并用 ,导 之以德 ,齐之以法 ,有 耻且

格 ,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二者虽然性

质不同,但功能互补、缺一不可。他们之间的关系犹

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合则双美 ,离 则两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站

在治国的高度 ,科学地认识道德在市场经济体制建

设中的地位作用 ,有 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经说过 ,自 由市场本身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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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效率 ,一个有效率的 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

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互相配合之外 ,还 需要在

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

去操作这个市场 ,市 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
“
经济

丿、
”
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

父经济伦理学的先驱马克斯 ·韦伯也曾指出 ,伦 理

道德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
“
支持性资

源
”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合理、最有效、最公平

药经济模式 ,这 一模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自由竞争 ,

冬尽所能 ;另 一方面 ,它又要求这种 自由竞争必须是

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在塑造
“
经济人

”
的同时 ,也

要培育其
“
道德精神

”
,要求一种理性精神和必要的

逭德价值观念来调节和规范。道德本身就是现代市

于经济的内在价值追求 ,是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

要Ι量。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审视 ,经 济发展归

嘎乏底是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 的全面发展服务

=∶
呋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紧密联系关系中 ,我们

可∵蓍到 ,道德价值观念已有机地渗透于当代经济、

L佥 白环境发展的整体思考之中 ,重 视道德价值在

Ⅱ乓吐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认识 c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

道蜉≡设 ,其时代意义不在于维护市场的尊严 ,而是

F≡ 孑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的批判。处在一个变革的

:t7t。 辶在市场经济的漩涡中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接

受t子均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识 ,认为市场万能 ,

≡三Ⅰ芍场的理念主宰社会的一切领域 ,其结果将

圭哽-△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 ,人们

缉越疋-u^冒 从于自设的规则陷阱而无法 自拔。关注

道露‘豇是关注人本身 ,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

仨 t圭灾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二 对在
“
治国

”
层面搞好道德建设问题的理

阝
ˉ
丁亘

¨
首先是一个政治学 的范畴 ,或 者说 ,

ˉ
t盂∷

Ⅱ
是吐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举措。古今中外

豇:=多 ≡E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 ,都 不约而同地将

耳与:莛 亘家联系起来。
“
治国

”
又是一个公共行

政革 F∶ E≡ 。或者说 ,又是公共行政生活中具体公共

吁豇吁0∷ 实施。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管理的日

更乏蛋。辶去中日益分离出一些人代表国家来行使

亘冢玎Ⅰt。 或为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
治国

”
行

圬t量 ~^r≡ 亘
”
还具有历史性 ,传统国家治理和现

△亘冢亡莛泛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总体运行机

制来看 ,传统国家治理表现出明显的人治特征 ,实 行

家长式的独断领导 ,家长意志 ,以 言代法 ,以 权代法 ,

由家法演化而来的
“
礼

”
支配着治理 国家行为。现

代国家治理是以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作为 自己的经

济基础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整个社会联为一体 ,

呈现出开放性与统一性 ,市 场机制成为社会的决定

性力量 ,成为社会的整合器。现代社会的这些条件 ,

决定了现代社会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国家治理特

征。在国家治理主体方面 ,虽 然也是以政府为主 ,但

又绝不局限于此 ,政党和其他一些准政府的社会政

治组织 (女口人 民团体 )也在一定条件下起着治理 国

家主体的作用。在政党政治的治理 国家主体 中 ,掌

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在治理 国家 中占据特殊地位。

在权力特征方面 ,现 代 国家治理所运用的权力具有

规范性和相对独立性 ,用 以面对变幻莫测、充满竞争

的市场经济 ,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运作。在治理

功能方面 ,与传统国家治理的封闭性、排他性形成鲜

明对照 ,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开放性 ,治理国家的透明

度大大增强 ,多种利益兼容和表达机制较为完善 ,并

以世界统一市场为依托进行国际交往。在治理方法

方面 ,以 科学性、先进性代替了简单性和落后性 ,以

法律手段为根本 ,也 强调经济手段和文化道德手段

并重 ,总之 ,由 法治取代 了人治。在现代 国家治理

中 ,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的是 ,道德建设和国家治理的

联系愈益紧密 ,从而使得一个 国家和政府的最高的

政治宗旨和最高的道德原则往往是一致的、无法分

开的。对此 ,《 英国政治思想》一书的作者欧内斯特
·巴左曾经这样写道 :“ 政治哲学本身撇开其它学

科来说 ,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的科学 ,它把国家看作一

个道德社会 ,并探究 国家试图借 以达到其最终道德

目标的一些方法 ,政 治哲学为人类的一切建制定下

一个道德理想 ,国 家是最大的建制之一 ,因 而也为国

家定下一个道德理想。政治哲学按照伦理学解释国

家 ,并试图决定国家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和发展的关

系。
”
[2](5页 )

由此理解和把握现代国家治理 ,在
“
治国

”
层面

搞好道德建设需要思考哪些问题呢?

首先 ,在 社会 主义 国家里 ,人 民当家作 主 ,是
“
治国

”
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 民

“
以德治国

”
的主

体性 ,就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不断提高其思想道

德素质。公民道德建设是提高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管

理的伦理水平、实施
“
以德治国

”
的最广泛的社会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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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基础。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 ,在 全国范围内区分

不同层面和不同群体 ,开展深人持久的教育活动 ,帮

助人们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第二 ,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是行使国家权

力、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人员。为了约束这些进行

管理公共权力 的人 的行为 ,使
“
公共权力

”
不被异

化 ,必须依靠法律和道德规范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

监督管理。在我国 ,中 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党在
“
治

国
”
中处于领导地位 ,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

职人员依据人民的授权 ,代表人民
“
治国

”
,在

“
以德

治国
”
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 ,必须坚持

不懈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 的
“
治

国
”
能力 ,其 中包括思想道德素质 ,特别是行政伦理

水平。行政伦理水平 的提高具体来说包括两大部

分。一是建立行政机关整体的伦理约束、导向的机

制 ,以此作为严格约束机关人员伦理行为的一种机

制 ,并 内化为机关 自身运转的一种机理。它代表着

整个国家政权所追求道德的水平及国家实施管理活

动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二是行政机关人员的

伦理观念及其操守 ,这 部分内容通常被称为公务员

的职业道德。公务员在进行行政活动时所具有的道

德水准实质是行政伦理的折射和具体化 ,离 开了无

数公务员个体在具体活动中所体现的道德行为 ,行

政伦理就成了空壳。现实生活中 ,与 百姓密切联系、

为百姓所视所感的政府伦理行为正是通过他们与公

务员个人的接触中得到的。很难想象 ,一个大多数

行政主体都不具备道德行政的政府 ,它 所奉行的政

治制度是合乎道德的,是 能够被人们所认同和拥护

的。因而 ,国家公务员在明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

应具各的职业道德外 ,还 要明确 自己所依附的行政

主体——国家政权及其运作时所应具各的行政伦理

理念及规范 ,要 明确遵守的行政伦理决不是个人的

行为 ,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集体理念和行为 ,它关系到

政府的形象 ,是 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些思想与中国

传统德治精神是有其一致性的。在中国传统德治精

神中,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
“
治者

”
的德行有着较高

的要求 ,其要旨是要求
“
治者

”
作为道德表率和示范

来教育和感化
“
被治者

”
。孔子曰 :“ 政者 ,正也。子

帅以正 ,孰敢不正。
”
[3]这 里的

“
正

”
,就是儒家的

道德规范 ,治者的思想行为符合这些规范 ,天下当

治。

第三 ,“ 以德治国
”
作为治国方略,它应该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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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指道德教化 ,更 是一种治国的指导思想和价值

原则。认识这一点在今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国的

改革与发展定位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从 中国 自身历

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 ,中 国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

文明的转型期 ,市场经济是 中国不能逾越的历史阶

段。从横向角度看 ,当 我们正豪情满怀迈 向工业化

征程的时候 ,历时几百年的工业文明的辉煌期已过 ,

其负面效应被凸现出来。在这样 的情况下 ,尤其需

要我们将先行者走过的历史纳人胸襟 ,进行理性的

审视 ,制 定出前瞻性的方案、政策 ,使 自己在实践中

获得行动的主动权。在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时 ,我 们

充分利用政治对经济、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的反作

用原理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抓政治体制的改革

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以 社会三个子系统和谐互进的

发展带动整个社会 的文明繁荣 ,正是对西方国家在

发展资本主义时的经验教训的借鉴。激烈批判工业

文明的
“
后现代

”
思潮抓住了片面发展工业文明所

带来的弊端 ,如 工业文明侧重科技理性 ,轻视价值理

性 ;看重物欲、金钱 ,而轻视、否定人的价值 ;只重 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而否定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 ,忽

视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些都给我们这样一个刚刚

起步迈向工业文明的国家以警示。道德建设对国家

发展而言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要 想减少社会动荡和

社会财富的损耗 ,以 更快更短的时间去取得资产阶

级几百年来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要想人的现代化和

社会的现代化齐头并进 ,必 须大力加强道德建设。

从这样的认识和思路出发 ,对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和

价值原则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才

会有更明确清醒的认识。

第四 ,治 国层面的道德建设还需要有一个整体

方案和社会保障机制 ,或者说是有效的道德运行机

制 ,使伦理精神体现在 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哲学

家爱尔维修曾经说过 ,当 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

的制度下 ,要劝人为善是徒劳的。这方面有很多问

题值得研究 ,如 有学者论述 了建立一种 良性循环的

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的问题。认为道德奉献与

回报问题 ,实质上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问

题。在社会生活中 ,如 果只承认道德义务 ,不承认道

德权利 ,就必然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 ,导

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 、德行与幸福 的二律背

反。久而久之 ,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就会形成一种恶

性循环状态。有德者默默奉献 ,无德者不履行义务



吴敏英 对
“
以德治国

”
内涵的理解

炅而享有他人的奉献。借用经济学中的一句话 ,即
¨
劣币驱除良币

”
[4]。 又如有学者指出 ,由 集体主

义原则衍生出的集体主义精神 ,是 一种一直为社会

斫倡导的传统美德。但是 ,在集体性质已由一元公

有制变为多元所有制的前提下 ,集 体主义精神还能

式为一种普遍精神 ,尤其是被集体渴求的集体主义 ,

有可能被
“
经济人

”
采纳 ,成为他们的 自觉意识吗 ?

Ξ答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合理的

△制。造就集体主义精神的条件之一是 良好的利益

三动关系 ,这种利益互动关系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主紧密相连 ,使之同生共存 ,相辅相成 ;二是有 良好

=堇
位文化将团结、亲和、开拓、创新、敬业、忠诚等

广亘观念作为 自己的单位精神 向员工倡导灌输 ,

ˉ
△人为本

”
作为单位的宗 旨,尊重员工 ,关心员工 ,

三意满足员工包括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多种要求 ,积

泵△员工创造有利其发展和实现 自身价值的条件。

≡二。某个单位该不该 、能不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 ,

T是 圭社会的说教决定的 ,而是其内在机制决定的 ,

豇哽是公有制单位也是如此[5]c

三 对以什么
“
德

”
来治国问题的理解

乓人领会江泽民
“
以德治国

”
战略思想的内涵 ,

==早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治国之
“
德

”
应该是

冖⊥
。
蒋

”
,或者说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瑟f∶ 三如今天我们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管理

i斩 廷卒一样 ,在
“
德

”
的问题上 ,市 场经济之

“
德

”

≡「趔廷济之
“
德

”
是有区别的。市场经济之

“
德

”

眄遑设。莒先要看我们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 ,看 中

亘文展亡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

阝串手
=雩

要。离开这一点 ,就会无的放矢。其次 ,

Ι兰可三必须关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高科技发

聒芾慑
=各

种问题。同时 ,道德建设既应该是社会

三 辶E芒 ·t系 的 ,又应该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

辽些唪贾丧说 ,治 国之德 ,必须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市

砀窆阝茫适应的道德体系 ,而且 ,是一个具有开放性

圩审丌道再体系 ,要求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具有时代

埒正沔
==∶

坚÷t`民服务为道德建设的核心。把为人民

睚母辽一∷共产党员的要求 ,作 为全社会普遍的道

璁要求 是 J、 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的。它

要求殂01受 E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把集体利益、
|、 灵科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积极投身于人民福祉
筛手眄t士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为 人民的

利益尽职尽责、乐于奉献。

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处

理个人与社会价值关系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和价值

观念 ,这种集体主义有其特定的内涵。第一 ,它强调

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关系 ,并 突出在处理这种

利益关系的价值矛盾和冲突时 ,社会普遍利益或价

值的优先地位。第二 ,它 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

有内在联系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 ,生 产资料公

有制才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根本一致提供现实

的基础和保障。但是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 ,集体主义

价值观由于受政治道德化或道德政治化思维定势影

响 ,存在把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提倡 自觉服从 )简

单等同于集体主义组织原则 (必 须服从 ),把维护和

实现个人的正当利益视作个人主义或利 己主义 ,宣

扬集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至上 ,这就不仅割裂了个

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内在联系 ,而且取消了个人正

当利益的道德合法性。同时 ,集 体主义价值观的现

实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和

改革开放进程的深人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今天 ,

新集体主义的提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

要求。这种集体主义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意义 (如 马

克思所设想的
“
自由个人 的联合体

”
),也 不是片面

的
“
集体至上

”
意义(如作为一种政党的组织原则 ),

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集体主义基本 内核和个

人主义合理因素的现实整合 ,是对个人与集体或社

会的价值关系的真实反映。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在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基础上 ,研究道德体系的具体 内容是十分必要 的。

道德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 ,是市场经济

的一种支持性资源。在这一命题的支撑下 ,现代市

场经济的内在意蕴应主要体现在合作互利 ,公平与

效率统一 ,诚信无欺与恪守信用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相统一等伦理准则之中。现代市场经

济的主体应该 既是理性 的
“
经济人

”
,又 是理性 的

“
道德人

”
。如亚当 ·斯密所认为的 ,自 爱、自律、劳

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等公共精神
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

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 ,就道德

建设本身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固然要使
社会道德发展具有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性 ,即 符合市
场经济对道德的要求 ;另 一方面又不能以市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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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部解释和规范道德世界。这是因为 ,人类社会

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其 自身固有的规律 ,人的道德世

界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 ,人们的思想、

社会精神领域会存在某些超越现实的追求 ,它 可能

和现实发生冲突 ,却代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方向。

社会的发展、经济与科技的进步 ,必然使道德问

题及价值冲突越来越明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 而

拓宽道德建设的领域 ,最 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道

德风尚、价值准则、生活方式和评价体系。美国卡尔

敦大学教授赵启光认为 :在 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

文化同样面临着全球范围的竞争 ,只 有先进文化才

有可能在这场竞争 中生存、发展、繁荣 [6]。 事实

上 ,道德建设也是如此。道德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积极与消极之别的 ,“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一种历史形式 ,因 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 ,包含

对社会成员的深刻的人格要求。很难想象 ,任何一

种社会精神状态 ,任何一种人格准各都可以适应 ,都

可以支撑市场经济
”
[7](276页 )。 正因为如此 ,在

以什么
“
德

”
来治国的问题上 ,强 调道德和道德建设

的创新性、进取性是必须的。

四 对
“
以德治国

”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的定位问题的理解

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

的经验基础上 ,确认了
“
法治

”
的概念 ,提 出了把

“
依

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作为政治体制改

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 目标和任务。实践中 ,一

些人抓住了依法治国、治市、治县 ,而 自觉或不 自觉

地放弃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现这

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法治的模糊认识。现代法治

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

法治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

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

治工具 ,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

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 ,不致滥用和腐

败 )、 有效地治理社会 ,从 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

公众的共同意志 ,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

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以完各的法制为前提和必要

条件 ,但 法治远 比法制的标准和要求更高。法制是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法律上层建筑的整个系统 ,

法律制度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是和国家相伴

而生的。法治则是主张严格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

原则和思想 ,与 民主紧密结合。我们常说 ,法治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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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度的存在和运动方式 ,而 民主制度是法治的合

理内核。我们也说 ,民 主与法治是一物两体 ,从政治

上观之为民主 ,从法律上观之为法治。法制关注的

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 ,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

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正是在这样 的基础

上 ,我 们认为 ,“ 依法治国
”
不等于

“
法治

”
,“ 依法治

国
”
是为实现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 国家总 目标服务

的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理清这

样一个观点 ,对于正确认识
“
以德治国

”
和

“
法治

”
的

关系 ,摆正
“
以德治国

”
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位置是

非常必要的。

首先 ,正如不能把
“
依法治国

”
和

“
法治

”
简单地

等同起米一样 ,不能把
“
以德治国

”
和

“
德治

”
简单搀

等同起来。
“
以德治国

”
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

的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的治国措施 ,它 是以民主和法

治为前提的 ;而传统的
“
德治

”
则是以人治为导向的

一种治国理念和体系 ,它 与民主与法治存在一定的

不兼容性。在学习和理解江泽民
“
以德治 国∵重要

思想的时候 ,不能 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它与中国传统

的
“
德治

”
思想混为一谈。只有这样 ,才 能充分发挥

人民
“
以德治 国

”
的主体性 ,发 展社会 主义精神文

明 ,为
“
依法治国

”
奠定 良好的伦理基础 ,以 更好地

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这一总目标。进一步

说 ,“ 以德治国
”
和

“
依法治国

”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 ,统一于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总 目标之中。再者 ,一 定的道德基础是现

代法治国家本身的内在属性 ,而不是其外在的补充。
“
法治

”
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长久的追求和信仰 ,是

因为人们坚信其中蕴涵着他们心中向往的生活价值

目标 ,包 括正义、自由、幸福等等。法治以道德为内

在的基础、准则和动力 ,法 治本身有很高 的道德诉

求。在古希腊主张
“
法治

”
的哲人们看来 ,是否实行

“
法治

”
关系到人是否为人这样一个根本性 的伦理

学问题 ,而发端于古希腊的
“
法治

”
之所以能够具有

长久的生命力 ,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根植于一种极

具普遍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道德基础之上。

明确
“
以德治 国

”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中

的定位 ,有 助于克服一些模糊认识 ,我们需要运用和

掌握
“
以德治 国

”
的治 国方略 ,而 不是建立德治社

会 ,把道德绝对化 ,甚 至最终走向人治 ;有 助于我们

正确认识道德的作用 ,摆正道德的位置。
“
道德无

用论
”
和

“
道德万能论

”
都是片面的 ,“ 以德治国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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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德治国

”
内涵的理解

“
依法治 国

”
作为治国方 略 ,相 辅相成 ,缺 一不可。

还有助于人们对法律的价值有更加 自觉而深刻的认

识 ,甚至培养出一种法治信仰。这是因为 :法律虽然

还是法律 ,但对人们来说已经转化为他们心中内在

的道德律 ,法律主要依赖人类的道德机制而得以 自

觉遵守 ,国 家强制力的运用 日益成为多余。这是一

种治理国家应当追求的理想境界。

五 对
“
以德治国

”
发展问题的理解

道德建设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发展性。为什

么讲发展?这是由时代特点决定的。道德建设按其

叶社会规律的认识 ,就是要促使 自发状态的人到现

t自 发、再到现代 自觉的转变。这里 ,对现代社会本

贡均认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 为没有明确认识 ,没

芎△确的动力 ,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一种无法驾驭环

虔∷凤险。现代社会面临诸多选择 ,必 须坚持主体

=.苡
变现代社会人的 自发性 ,超 越现实的道德水

二 运是道德教育的责任。如果道德建设不能实现
"、 t吐会对现存状况的超越 ,仅 仅只是维持现实社

圭孓手和人们现有道德水平的手段 ,那 么 ,在激烈竞

吾 三速发展的潮流中 ,就会陷于保守而成为社会中
T乏 t羽的活动 ,甚 至导致僵化而成为人和社会发

粟
=噎

碍。强调
“
以德治国

”
的发展性 ,是要强调道

摁置亏t∷社会实践活动和人的行为的先导性 ,面 向

亍证∷廷前性。从道德的高度反思当代现实提出的
~手 丁:重 大问题 ,透视未来社会和道德的发展 ,对于

=猊
=亘 人民的宏伟理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心

莒乇。强化重视道德建设的观念。我国今天的

严苴辶于夸殊的历史定位 ,我们不可能去重复西方

过·三Ⅱ三
=百

年的漫长历史 ,借鉴别国经验 ,重视道

擗鹭淡 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注意的问题。我国是

一 茭展=国家 ,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 ,西方社会出

观
=「

廷F至上、拜金主义、道德荒芜等不良现象 ,

E孜 ∥1=t会生活中已有所体现。因此 ,我 们必须

¨潇夏
=辶

会责任感加倍关注道德建设。

=「 更新道德教育观念。当今的道德教育已
了豆嗝己亍≡象谈沦

“
弘扬人性

”
,也不仅停留在国

孑嚣:辽 亏f形态领域的分歧与斗争 ,更 不是简单

舛跹 t僵 玩:它从全球的角度 ,从
“
人与自然共生

”

Ⅱ饵夏 ≡t二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着力于解决人

共=两 虿"E∷ 习题 ,如人类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各民

砰
=面

诞三匚车的问题、人类潜能开发的问题、个体

精神满足的问题等等。对此 ,我 们必须认清时代特

征 ,更新道德教育观念。与此同时 ,长期以来 ,我们

总认为只要教育者把思想道德观念灌输 给受教育

者 ,受教育者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 ,而忽视了受教育

者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能力的培养。重视发

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 ,提高其道德判断水平 ,丰 富

其道德情感 ,磨 炼其道德意志 ,培 养其道德实践能

力 ,使其具有较高水平的道德素质 ,这是近年来世界

许多国家道德教育的发展方 向 ,也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紧迫课题。

第三 ,拓展道德建设视野。追求道德的发展 ,在

今天开放的社会下 ,决不能搞唯道德独尊 ,孤立地就

道德本身来谈论道德进步。贺麟在《文化与人生》

一书中曾谈到 ,要从学术知识中去求开明的道德 ,从

艺术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 ,从经济富裕的物

质建设中去求征服 自然、利用厚生的道德 ,从法治中

去求为德治建立建全的组织和机构 ,从道德 中去为

法治培植人格的精神的基础 ,从宗教的精诚信仰去

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 ,从道德的知人工夫进

而为宗教的知天工夫 ,由 道德的
“
希贤

”
进而为宗教

的
“
希天

”
,分工互相 ,各 得其所 ,取精用宏 ,充 实 自

身。显然 ,贺 麟在这一试图总结儒家发展的思想图

景设定中 ,包含着一个对道德生活重新考察的方法

论原则—— 即丰富的道德生活必然是超越道德生活

自身的。同样 ,要丰富和提高道德生活 ,也不是念念

不忘道德所能达到的。这对今天强调道德建设的发

展性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江泽民在
“
七 ·一

”
讲话 中认为 ,未 来社会的发

展 目标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 ,明

确提出了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的思想 ,指 出这一思

想着眼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要把推进和提高人的全

面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要努力提高全民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实现人们思想

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发展的重点是人的素质 ,而思

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 ,是灵魂。要处理好人

与社会的关系 ,还要处理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 ,与 可持

续发展、协调发展相结合。充分认识推进人的全面

发展 ,同 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 ,即人越全面发展 ,社会

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 ,人 民的生活就越

能得到改善 ,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 ,人 的本质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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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维度 日益得到重视和突

和不断推进社会进步是辩证统一 的观点。江泽 民  显。坚持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的价值取向 ,就是把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思想是作为衡量未来社会的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性质的衡量标准

重要指标提出来的 ,这些思想明确了人的全面发展  和人的道德追求的最高体现。以德治国 ,搞好社会

程度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也极大地拓  主义道德建设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道德面向未来

展了道德建设的时空领域 ,为
“
以德治国

”
的发展明  发展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确了方向。一部伦理学发展史向世人表明 ,伦理被

参考文献 :

[1]弗兰克纳。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M⒈ 黄伟合,包连宗译,沈 阳:辽 宁人民出版社 ,19gT。

[2]巴左。英国政治思想[M⒈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BT。

[3]为政[A⒈ 论语[M⒈ 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B3。

[4]葛晨虹。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J⒈ 道德与文明,zO01,(3)。

[5]韩东屏.市场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问题

"⒈

江汉论坛,1998,(9)。

[6]赵启光,全球化时代的先进文化[N⒈ 光明日报,zO01ˉ08-z1。

[7]刘伟 ,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统———经济与伦理[M]。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

InteⅡ吏on(CompreheⅡ蛀on of
“
A山miosteHmg Country by MoraIity”

WU Min-”ng
(PoⅡ t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Jiang zenling’ s‘
‘
adⅡlinistering count【 γ by lmorahty” i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the CCP to

lead the people in bringing peace and order to the count玎 · It is rich in content, including the role and

place of morality in n。rFnahzation,the placement of moral devρ lopment on the level of“ adminhte“ ng

count【γ
”
, adⅡlinistering count=γ  with what‘

‘
■morahty” , the place of‘

‘
ad∏1inistering count1γ  by morahty”

in bu⒒ding a sociahst count【 γ△ded by law and comprehension of【 noral constmction issues。

Key wOrds:“ ad【lLinistering count1γ  by morahty叩 ;intens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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