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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美德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文化与修养，中国美德起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作用于生活，对乡村道德文化建设与
治理具有积极作用。乡村治理是当下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此强化乡村治
理质量是当下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具有一定的乡村治理经验，对此文章从中华传统美德乡村治理功能着手对中
华美德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路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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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传统美德的乡村治理功能 

1.1 价值观塑造功能 
乡村治理过程是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协调过程，这些社会

关系的调整是通过社会规范进行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
资源，中华传统美德植根于乡土社会，深深烙印于乡规民约，融入
家风家训，体现于社会大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发挥着价值整合与价值观塑造的作用。其特
有的信念、向往、追求、情操等文化因子和人文内涵，塑造着广大
乡民的价值观，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引领着乡村社会的发展。 

1.2 利益调节功能 
乡村治理的过程就是对村民利益诉求的协调过程。不同主体的

利益追求不同，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就
需要调整个人利益诉求甚至牺牲自我利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崇
礼尚义、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等美德，倡导人们不计名利得失、关
爱他人，以牺牲小我利益成全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推动
社会发展，是调节利益关系的重要价值取向。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人人践行传统美德，就会少争夺而多祥和，为乡
村建设营造向上向善的氛围，提供向上向善的动力之源。 

1.3 矛盾化解功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部署，为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但

不可回避的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阶层分化的
深化变革，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多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矛盾依
然存在。从性质上看，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非对抗性矛盾，属于人
民内部矛盾。中华传统美德所包含的孝慈友恭、讲信修睦的人伦规
范、厚德载物、自律恕人的包容情怀，贵和持中、崇礼尚义的处事
原则等等，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促进乡村社会的协调发展，助
推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1.4 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功能 
中华传统美德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华传统

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调节着社会关系，对社会经济
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中华传统美德是乡村政治建设的润
滑剂。广大乡民的道德修养影响着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和对制
度安排的满意度，当他们具有较高的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就能将尊
重原则、自主原则、宽容原则等外在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法
则，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推动乡村治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
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作用发挥关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乡村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二、中华传统美德发挥乡村治理作用的路径 

2.1 正确认识中华传统美德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 
传统乡村是一个“无法”但有序的社会，其秩序的维护依靠的

是道德文化。乡村与城市相比人情色彩更加浓厚，中华传统美德的
根基更深、作用力更强，治理过程中的非制度安排更突出、功能更
重要。虽然当今乡村发生了巨变，但其乡土底色未被颠覆，中华传
统美德在乡村治理发挥作用的根基依然牢固。因此，在乡村治理过
程中，必须立足乡村传统，面向现代，即对传统美德进行挖掘、整

理、推广，并将其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激发人们对道德生
活、道德素养的自觉追求，使中华美德对乡村地区矛盾化解、秩序
维护、价值培育的功能得以充分展现。 

2.2 加大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资金投入 
基层政府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道德传承、建设之间的关系。

不能因为道德文化建设的无形性、对社会发展作用的长期性、考核
时量化的难以操作性就导致在资金的投入和使用上的“偏沉”，影
响乡村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具体而言，一是加大对传统美德资
源保护、挖掘的资金投入，切实保全传统美德资源的完整性；二是
加大对当代道德文化建设的开发力度，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
有机构、有检查、有考核的进行适合当地的道德文化建设，实现传
统与现代的双向对接；三是加大并引导地方和社会资金对积极传承
与弘扬传统美德的组织与成员予以鼓励，调动他们从事传统美德传
播以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积极性。 

2.3 建立健全中华传统美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的机制 
建立基层干部道德建设考评机制，转变干部任期内以取得的显

著“业绩”为核心的指标考核体系，防范乡村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精
神严重不对称的现象继续扩大。建立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监督机制，
不断增强其自身的道德修养，强化其职业感。同时，及时曝光威胁
乡村稳定和谐的非道德问题，增加“缺德”成本，营造善行善治的
外部环境。建立多元化传统美德宣传制度，利用传统节假日、乡村
庙会等时段，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式(如戏曲、歌舞、小品)
传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潜移默化的加深农民对传统美德的认同
并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 

2.4 积极打造乡村精英回流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 
改革开放后，乡村精英流失严重“空心村”比比皆是，乡村治

理缺乏主体力量，因此，政府应当利用乡村精英的乡土情结吸引他
们回流。从政策上予以扶持，为乡村精英回村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
使乡村社会不断趋向完善；运用媒体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号召流
失的精英回乡创业，为自己家乡的治理与繁荣尽一份力量；打造精
英教育平台，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激发他们把自己具
备的资源、知识、技术、眼界、能力和感召力与治理家乡的热情结
合起来，与体制内精英及当地村民一道，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洋溢
着乡情、寄托着乡愁的富饶、和谐、美丽的现代新乡村。 

三、结语 

乡村治理主要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对于乡村管理来讲，乡村
管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且村民之间较为熟识，中华传统美德在现
阶段社会中认同感较强，在进行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
其在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
盾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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