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36 

 

论“立德树人”观念的文化渊源及现实意义 
 

郭宏玮 1  孙秀华 2 

（1．贵州师范学院；2．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深入探讨“立德树人”观念的传统文化渊源，理解其精髓要义，可指导教育工作者自觉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儒家的
“仁者爱人”与“内省”、“慎独”，道家的“上德”与“行不言之教”，墨家的“兼爱”、“贵义”与“自苦为极”等都是其精深的思
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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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立德”之说的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

有这样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不废，此之谓不朽。”[2]这便是人生“三不朽”。追求立德，追
根溯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和墨家都对于立德树人
的观念有着彼此迥异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契合的解说与践
行。 

一、儒家的“仁者爱人”与“内省”、“慎独” 
孔子很推崇道德教化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3]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教导人们，用刑法整治人们，人们
只是勉强克制自己不去犯罪却不知道廉耻；用道德教化人们，
用礼教来约束人们，人们不仅知道廉耻而且都会心悦诚服。很
显然，孔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功用远远强于行政法令。 

如何实现道德教化？孔子将君子人格概括为“仁”、“智”、
“勇”，即“三达德”。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
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道德教育的精髓便
是“仁者爱人”。“仁”是儒家道德人格的第一要义，是人类最
美好的道德品质。孔子“仁”的思想包含着“德行”和“施德
行于天下”两层含义；就“仁”的内容而言，孔子将其概括为
“忠恕”二字,它的基本要求是将心比心地去爱人,在积极时候做
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消极时
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慎独”是指一个人即便独处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言行思
想也要符合道德规范。《礼记·中庸》中首先提到了“慎独”：“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
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要求人戒慎自守，对不正当的情欲加
以节制，自觉地遵从道德准则为人行事。 

二、道家的“上德”与“行不言之教” 
老子所言的“德”是指一种生命的内在本质，是不带任何

功利色彩的道德观念，是一种因生命个体不同或者因同一个体
的不同修养程度而呈现不同层次的生命内涵：“修之于身，其德
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
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4] 

在如何加强道德修养上，老子主张的是“行不言之教”(《老
子·二章》、又见四十三章)认为人应该向自然学习,以万物为师。
如《老子》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
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
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所以，“行不言之教”的道德教育理念就是老子“道法自然”在
德育上的具体延伸。 

三、墨家的“兼爱”、“贵义” 
墨子的理想人格集中表现在他的“兼爱”思想里，《墨子·兼

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若使天下兼相
爱……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
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5]这里，墨子用许多
反问式排比句来谴责人们的自私之爱，肯定和赞美人们“兼相
爱”。墨子的“兼爱”是把对自己、父母、兄弟的爱推广到对他

人和他人父母兄弟的没有差别等级的博爱，是以天下人的利益
为重的一种大爱。 

墨子及其门徒“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
崇尚“自苦为极”的生活作风，曹公子曾“游于子之门，短褐
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另一
个例子也证明了墨家的这种“自苦”：“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
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墨子·备梯》） 

以上可以看出，墨家的道德教化体现了知行合一、情理相
融和他律与自律协调的特点，是基于“博爱”，“自苦为极”而
又志于天下道义的，强调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极端的自我约束。 

四、诸家学说的现实意义 
“打铁尚需自身硬”，立德树人要求教育者不断加强自我道

德修养。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6]。这与上述诸家学说中注重教育者道德自身修
养的传统是不谋而合的。在此，不仅墨家的“自苦”有着积极
地意义，昭示着当今的教育者仍然要甘守清贫，无私奉献；道
家的清净守虚也与教师职业操守中的淡泊名利，自然求真，永
葆童心相一致；而儒家提倡的内省慎独，正心诚意等无疑应当
是当今的教育者所遵循与追求的人生境界。 

而立德树人这一观念本身，便隐含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敬畏
与尊重意识。显而易见，儒家的“仁者爱人”与“内省”、“慎
独”，道家的“上德”与“行不言之教”，墨家的“兼爱”、“贵
义”与“自苦为极”等积极的道德修养观念，完全可以运用到
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是十九大所提出的“立德树人”观念优秀
的传统文化渊源，能够很好地指导我们改进和加强当下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 

总之，儒家的积极用世与修身的严谨持中，道家对于道德
之真与道德之纯的孜孜追求，墨家兼爱天下的一往无前等，都
对于提升我们中华民族高远纯真的道德意境，促进我们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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