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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忠伦理”简论
罗丽娅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35）

【摘　要】从忠观念到忠意识再到忠伦理，“忠”被注入了多重内涵。现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

重新理解传统“忠”德，全面呈现其内涵、挖掘其价值，发挥其在新时代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忠观念；忠伦理；忠诚观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着多元内涵，涵盖了修身、

交友、处世、为政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使用范围广泛、

适用对象普遍的道德要求。忠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民族精神

基因，是团结和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

一、忠观念的出现

忠意识的产生是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岀现的。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为了抵御外敌、获取食物，维系部落的

生存和发展，部落成员必须紧密团结，为集体贡献力量。因而，

人们便对自己的家族、首领及同伴产生了一种自觉的“忠”意识。

这种“忠”的意识可看作“忠”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忠观念

已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广泛使用。儒家、墨家等的学说中都融入

了“忠”的色彩。《左传》中出现“忠”字有 70 处，《国语》

中有 50 余处。

春秋末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面对纷乱复杂社会状态，“忠”

概念应运而生，成为全社会认可并遵循的理论思想。总体看来，

这时期“忠”已体现出“忠诚”“公正”“简朴”“爱国忠君”“忠

于民”等内涵。

二、忠伦理的演变

随着郡县制的确立和君主集权的强化，“忠”德含义中的“忠

君”观念成为核心。从春秋到近代，“忠君”观念经历了漫长

的演变过程。春秋时期儒家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

语·八佾》），还有“君仁臣忠”“君令臣共”“君义臣忠”等，

对于君臣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地位相对来说是平等

的。战国时期，“忠”观念开始演变，开始将“忠”视作是“臣

下之常”，作为臣下的单向义务。法家韩非等更主张“定君主

于一尊”来彰显君权，使得“忠”德开始狭隘化，专一向“忠君”

发展。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专制帝国和三纲五常的确立，忠

君理念发展到一个高峰。西汉董仲舒将天人感应说引入儒家理

念，强调“王道之三纲”，东汉《白虎通》三纲五常确立了君权、

父权、夫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世家大族的崛起，政权更迭频繁，

开始了西晋 200 多年的分裂局面。权臣篡权成为常态，“君为

臣纲”受到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西晋南朝时期的开国君主

由于其得位不正，故刻意淡化、漠视忠德，极力宣扬孝道伦理。

提倡以孝治天下其实质是以对孝道的标榜和严格履行掩饰德行

上的瑕疵，以对孝的提倡和弘扬换取世人对其政权的承认和拥

护。隋唐时期，中央集权回归，皇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得到普

遍认同。儒家“谏诤”风气活跃，此时期“忠君”与“忠于国家”

成为一体，忠君报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体现出“投

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而晚唐五代时期，

藩镇割据，皇帝“兵强马壮者为之”，君主集权下的社会秩序

被摧毁，“忠君”思想再次淡化。

宋代儒学的复兴与理学的兴起，使得“忠”开始了理学化

进程，忠君伦理也逐渐走向绝对化。三纲权威得到强化，“君

为臣纲”被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

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忠”成为宋明时期的至高美德，君权

的绝对化观念深入人心。在理学论证下，忠君道德被固化为绝

对天理，并一步步向绝对服从于君的“愚忠”迈进。元代面临

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儒学的正统地位下降，忠的行为准则普

遍动摇。明代是皇权政治走向顶峰的关键时期，在政治高压与

思想钳制下，“忠君”思想走向绝对化巅峰并呈畸形发展态势，

对儒家道德伦理的质疑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渐次兴起。清初统

治者依靠强势政治权力对社会思想意识强力整合，“忠君”仍

然是皇权制约臣民的单方面的枷锁。但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

炎武、王夫之等人批判了“君权神授”观点，将“忠君”与“忠

天下”区分开来。但在现实实践中，仍然是忠君思想的强化与

反思并存，传统“忠君”观依然占据主流。

中国近代受西方伦理政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国家观念，

国家的定义从君主一姓之王朝转变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财产，近

代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进一步反思和批判了传统“忠君”思想，

尽力将忠君与爱国分离开来。五四时期，批判对象直指中国深

层次的政治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合

理性，指出国家是国家的权力由国民赋予，忠的对象由君主个

人转变为国家和人民，促进了忠伦理的近代转型。

忠伦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一

个重要范畴，忠伦理中所蕴含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以待人、

忠于职守、公正无私、竭尽全力等内容和原则要求，具有超越

时空的永恒价值。

三、忠伦理的基本内涵

“忠”德可以分为三种内涵类型：即一般性社会道德、政

治性道德和气节性道德。

（一）一般社会性道德

“忠”首先是作为一般社会性道德观念而出现的，是一种

为人处世的德性与德行。因适用主体与对象非常广泛，故称“一

般性”。一般性社会道德的“忠”较早的内涵同“中”，“中

立于心”就构成了‘忠’的意象，也具备了公正、正直的道德

内涵。《论语·尧曰》就有尧对舜“允执其中”的告诫。“忠”

还指待人接物诚敬如一，竭尽所能。如“忠，敬也，尽心曰忠”

（《说文解字》）；“忠，竭诚也”（《六书精蕴》）。儒家

以“忠恕”作为“一以贯之”的处事准则，按照朱熹的注解：“尽

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应竭尽所能，“无一毫不尽”，

全心全意。同时，“忠”还指为人真实不妄、宽厚善良。《增韵》

将“忠”解释为“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强调真心诚意，尽

心竭力地积极待人，处事。《孟子》有言：“分人以财谓之惠，

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教人以善，自己就必

须先修善而行善。这里体现出忠诚正直的品格、尽心尽力的责

任感和唯善是求的忘我精神，可以说，个人道德精神的“忠”

在此与内心真实无妄的“诚”和由此而行的“信”有相通之处。

（二）政治性道德

这里主要表现为为臣之德。其内容包括多方面：首先是为

政之德，强调忠勤为民。这是兴利于民的职业要求。相对于“民”

而言，“臣”作为社会管理者，应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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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体事务时，宁可自身处于险境，也要勤勤恳恳地不负君主

所托。“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

语·颜渊》）子张请教政事，孔子告诉他，有职分在身不能懈怠，

执行公务要忠诚。西汉贾谊也认为，“吏以爱民为忠”（《新

书·大政上》），“在其位要谋其政”。其次是为国之德，要

公忠体国。推崇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竭生尽死的道德品行。强

调要“临患不忘国”（《左传·昭公元年》）。“忠”之“公”

还强调“忘私”。“无私，忠也”（《左传·成公九年》）。

政治性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为臣之德，讲求忠君不贰。臣下对君

主应忠贞无欺；应尽心竭力效忠君主；应规谏君主言行、匡正

君主阙失；应发自内心对君主“忠敬”“尽忠以死君命”（《左

传·宣公十二年》）等。

（三）气节性道德

气节或节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是民族精神所在。

先秦的“气节”观念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高度自觉的道德

境界和极为坚定的信仰操守。孔子有言，“三军可夺帅，匹夫

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善养“浩然之气”，

推崇“舍生取义”。荀子认为，对于君王的忠诚，不应是愚忠，

而是以“道”为取舍的标准，“从道不从君”。历来史家也都

推崇敢于犯颜直谏于君的大臣。

四、忠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尽管“忠”德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成为禁锢人民思想及

自由的枷锁，但也应看到“忠”德除了“忠君”之义外，更有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恪尽职守、至公无私等基本内涵。在当

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重新审视忠伦理，挖掘

其时代内涵，发扬“尽己之谓忠”的原有意义和精神，从忠于

国家和人民的社会公德、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忠于家庭的家

庭美德、忠于他人的个人品德等方面，对传统忠伦理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忠培育爱国主义情操，用忠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忠培育坚定的理想信念，实现传统与现代

的对接，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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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承受能力

1. 创新创业计划实践

女大学生处于刚接触社会的阶段，即使有高意愿创业，但

在多方面认知并不全面，没有正确的认知和规避办法，在校的

预学习能让女大学生学会理性分析创业形势、提前了解社会现

状、创业专业知识，充分了解自己在创业方面的能力和优缺点。

以此来增强女大学生面对风险，承受风险的能力。

2. 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政策支持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促成女大学生创业之

风，比如：可以在周末时间举办女创业家交流会，通过经验分

享让女大学生了解到创业需要面对的一切，也可以不定时在大

学中进行义务演讲，举办女大学生创业比赛，以此了解到自身

创业的可行性。

现代社会依旧存在部分女性歧视，政府可以在进一步完善

创新创业政策的同时，出台一些优待政策来鼓励女性创新创业，

从制度上给予保障，为其提供更多的便利，降低风险程度。

3. 多渠道融资支持

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经济基础差，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实现

创业行动，这使得女大学生们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对于初创

企业，不论大小，如果现金流发生中断，会对企业造成极大的

威胁。如果要推动女大学生创业，需要有一定且稳固的资金援助，

金融机构可以适当地对于女大学生借款给予讲解和支持，这样

对女大学生创业有着鼓励作用。

三、结语

总书记多次就高校创新创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

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女大学生创业面临的困境是

多方面的，高校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发挥各部门作用，为女大

学生创业提供保障和支持。只有帮助女大学生走出创业困境，

高校的创新创业精神才能得到充分展现，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

活动才能健康、稳定、长久地进行下去，从而不断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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