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信观的传统思想资源及其现代阐释

[摘    要] 诚信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具传统性地位的思想

内容。传统诚信观“内诚于心，外信于行”是基础，“主忠信”是核心思想，并将心性论作为其本体论基

础。当下中国，传统诚信观更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和活水源头，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就是对传统诚信观的继承与超越。从道德层面的双向互动关系看，诚信作

为一种道德品质，不仅要以内心的道德自觉为支撑，还要以制度的约束来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和相辅

相成；从诚信建设领域的契合看，传统诚信观是贯穿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为治

国理政、为人处世、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了经世致用的实践方法；从诚信与现代制度的融合看，需要

将诚信充分融入制度体系之中，加大对诚信建设各层面的制度供给，从而构建起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

的诚信建设制度保障体系。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中

，更好地发挥诚信的道德价值和基础规范作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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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政府取信于民的基础，企业

发展的生命，也是个人立身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和孕育的精神

财富，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滋养和理论来源。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思

想内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全

面理解传统诚信思想，并创造性地汲取其思想精华，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诚信思想，使诚信理念切实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全部活动中。

一、传统诚信观的思想蕴藉

（一）“内诚于心，外信于行”是诚信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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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基本含义为诚实、守信，“诚”与“信”作为诚信的主要载体，二字的含义虽有相近之处，但最初

却是单独使用的。

“信”的本义即“从人”“从言”，指言语真实，不虚假。如《尚书·商书·汤誓》中“尔天不信，朕不食言”，

这里的“信”意为可信、相信，《诗经·卫风·氓》中的“信誓旦旦”的“信”，是诚恳的意思。然而，最初的“

信”，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1] 111，表现为对神灵既要敬、也要信的一种

虔诚态度。到了先秦时期，“信”的内涵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其含义也基本稳定下来。以孔子为代

表的儒家学派将“信”的指向对象延伸到了人，将“信”列为“恭、宽、信、敏、惠”五德之中，作为一种衡

量人为之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论语》中共出现“信”字38次，其具体含义有两种，一是指言行

一致、诚实守信，这也是《论语》中“信”的主要含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与朋

友交往要做到言而有信，教导人们要“主忠信”，做人要以忠实、守信为主。二是指相信、信任之意。“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论语·公冶长》）中“信”字用作相信他人之意。“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句中“信”作为使动用法，意为使相信、彼此信赖。孔子将“信”作

为“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的“四教”科目之一，向人们传递言而有信、行而有信的思想，

从而使“信”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道德品质。《论语》中关于“信”的用法，就将“信”的含义基本稳

定下来，即“信”是集诚实不欺的态度、言行一致的行为、信任守信的价值准则于一体的外在规范和要

求。

和“信”一样，“诚”字最初也意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心理，始见于《尚书》中“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尚

书·太甲下》），只有虔诚的祭礼，鬼神才会接纳。这其中“诚”的意义大多被用于祭祀活动之中，而随

着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社会制度的推进，“诚”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诚”字概念形成

于战国中晚期，孟子前后。“诚”作为一种道德范畴被提出，是在《中庸》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从道德本体论的角度，“诚”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境界。首先，诚是天道之源，是万物之

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2] 5。其次，“诚”是人道之本，是伦理和道德的根源。“诚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3] 101。此后，在此理论基础上，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

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其将“诚”视为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桥梁，认为“诚”不仅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法则。人经过不断反思自身是否具备“诚德”，是天道在人的身上得以实现的

关键。由此，“诚”作为人之本性，天道之源的道德范畴之中的含义逐渐稳定下来，且更加侧重于人的

内在意识觉醒。

“诚”“信”二字的词源内涵经过学者的不断阐发后逐渐连用。如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到“彼以爱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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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故诚信而喜之”。可以总结出，“诚”乃是顺从自然，意念诚挚的心性；“信”则指约束外在言行的品

格。“诚信”就是要求人们内诚于心，外信于行，成为人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道德约束的一项基本素养

。

（二）“主忠信”是传统“诚信”观的核心思想

中国古代的“诚信”观念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忠信”观念的形成推

动了“诚信”思想由一个普通文化概念上升为核心道德概念，是古代诚信观的重要思想内涵。

“诚信”二字最初连用出现在《逸周书·官人解》中“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乡党之间观其信诚”，这其中的

“信诚”就是指“诚信”之意。而在此之前，“信”经常与“忠”字连用，如“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左传·僖

公二十四年》）、“其言忠信於鬼神”（《左传·昭公二十年》）。可见，“忠信”概念的成型早于“诚信”

，而社会意识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从“忠信”转化为“诚信”的过程背后离不开社会变革

的推动。

“忠”“信”要素是“诚信”构成的前提。“忠”为“忠，敬也。从心中声，尽心曰忠”，即“忠”为“从心尽心”[4] 2

17。早期的“忠”通“中”，尧在禅位给舜时曾告诫“允执其中”，要求首领要中正不偏地为部落服务，体现

了“忠”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哲学和伦理的范畴出现。由于社会制度和人伦关系发生变化，从西

周时期开始，“忠”字的含义具有强烈的等级制度、群臣关系的表达，其“德性”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孔子对“忠”有着具体的阐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上也敬”，即侍奉君主要忠心、恭敬，这就说

明“忠”来自于内心的敬重，尤其意指臣子对待君王。“忠”字多于“信”连用，两者在本质含义、伦理范畴

上皆有相通之处。但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忠”字侧重于内心的主观意识表达，“信”则偏向于外在的客

观行为表现，“忠”是“信”的前提，“信”是“忠”的反映，二者互为表里。“‘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

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5] 219。“忠”“信”二字的结合是内修外炼的统一。“忠信”

与“诚信”的区别体现在“忠”向“诚”的演变，即“信”的内在依据发生了变化，表现的是人主体意识不断觉

醒的过程。“忠信”是推动“诚信”思想由“敬神”向“敬德”转化的关键。西周时期，王室私有制的产生，使

人们对于自然的依附转向了对君主的人格依附，进入了宣扬道德和圣人的时代，“忠信”思想也随之成

为核心概念[6]。在战国时代，社会体制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对君主的人格依附在混乱时期无法得到

实现，一大批学者、思想家的涌现，“忠信于君”的观念受到“道高于君”的冲击，“诚信”作为适应性的理

论出现，其目标指向即为道，相较于“忠信”而言，“诚信”的指向性范围更广，对于人内心品质的道德

修养要求也更高，是“忠信”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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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诚信观的本体论基础：心性论

人的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探讨的关键。“人的心性活动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恰当位置及其功能，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7]。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行为受主体意识的支配，当人对当下的现

实状况有所不满时，会为突破现实困境而努力，通过自我超越达到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超越本身就

是人追求意义价值的一种路径。在西方哲学中，总是将外在的不可知力量作为其价值来源，如在上帝

那里寻求真、善、美的真谛，是一种外在超越的形式。钱穆先生曾说“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外倾

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8] 21。中国心性哲学则旨在通过不断加强人内

在的道德修养，已达到“心”“性”“天”融为一体的超高境界，实现内在超越。“诚”乃心性论中的重要范畴

，是中国哲学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石。孟子最先提出了“心性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

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而“诚”对于“尽心、知性、知天”而言，既是目标，也是一种实现的途径。诚乃天道之源，为诚者才可

知天道。《中庸》第二十章讲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进一步将“诚”的思想扩展

为一个由内向外，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进而达天地的发散过程。

二、传统诚信观的主要特色

（一）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道德前提

“诚”以“心性论”为思想基础，是中国哲学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鼎足

而立、互融互补，其各自的核心理念虽有不同，但其思想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诚信作为前提标准而

存在。

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以“仁”为核心。孔子以“爱人”释仁，爱人的前提是要诚心诚意，虚假、伪善的爱

不是仁者之爱。因此“仁”之用必须从诚心出发，以诚心守善的态度将心比心，行事时遵循常理，众人

因此而受感化，推及由人，才能真正达到“亲亲，仁民，爱物”，行仁的极致。“礼”是为“仁”的实现而制

定的行为准则。“礼”即规则，维护社会的规则本就是一种守信行为，守“礼”的前提即“守信”。同时，儒

家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就是每个人应该且必须做在道德意义上是

正确的事，即“仁”[9]

9。孔子以“仁”作为诸德之首，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仁”，即这些“义务”成之“应该”的前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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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学派旨在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主张顺自然、因物性，即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求人们以自然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他人，对待自我。“自

然”之心即以“诚”之心看待外物和人事，按自然法则行事，敬畏自然，顺从天意，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

，真实地对待自己的内心，才能称得上与“道”合一的“真人”，达到“自然—释然—当然—怡然”的人生境

界。

佛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特殊的哲学。佛曰：“心诚则灵，佛在心中，功到自然成。”佛道，为

中国古代的人们提供一条救赎心灵的道路，而其前提在于“信佛”，只有真诚地相信，才能领略佛教之

义，得到心性上的解脱和释然。“佛在心中”的关键也在于其心之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这16个字是佛教蕴含的基本道理，诸多恶行千万别做，普众善事则多多奉行，真诚地

将此作为自己内心的法则，遵守承诺，才可自我清净，心中坦然。

由此，诚信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践行的前提，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形成的道德遵循，要想真正

用中国的心性哲学来达到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首先就要做到以“诚”作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

信”为外在伦理约束，以此来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二）诚信是内圣外王的功能统一

中国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尤以道家为甚。以中国圣人的人格来说，“内圣”，是其修养的成就说；“

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样的人格，将获得的知识用以修养自

己，内化于心，外化与行，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诚信”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道德基础

，也起着“内圣外王”的功能作用。

首先，“诚”与“信”二字的结合，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诚”于内而“信”于外，由“诚”完成意念诚挚

的心性修养，再通过以“信”待人促成自我道德的实现。“内诚于心，外信于行”就是“内圣外王”集中体现

，是自我道德修养至自我道德实现过程的统一。其次，诚信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其功能体现在道德准

则和伦理准则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准则，诚信作为人的生存法则，解决个人修行问题。《礼记·中庸》

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虔诚本为天道，然而，人只有敬畏天地，敬畏自然，以虔诚

之心顺应天意，按照自然法则形式，才可去伪存真，还原本真。“诚”作为人的生存法则，是天地之道

化为人类之德的必要条件，因此成为一种修己的道德品质，通过自我修养的不断提升而完成。二是伦

理准则。中国传统诚信观还蕴含着一种将心性道德转化为价值伦理的功能，这说明诚信不仅是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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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骤，也蕴含着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大学》中“诚意”“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正心诚意”对其余条目起着连接作用，使诚信的道德价值转换为伦理价值，在个人、社会、

国家各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诚信观是立足于个体修养的“内圣”基础上的“外王”

之用，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境界追求，也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

（三）诚信是贯穿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

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哲学，蕴含着理想主义，同时又最具有现实主义实用性。因此，中国

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为人处世、文化教育等提供了经世致用的实践方法，传统诚信观也贯穿了个体

、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为学、为人、为政、为商四大内容。

在为人方面：诚信，在中国古代为人之道——修己、孝悌、处世、交友四个方面的内容中，都有其具

体的阐释。诚信，首先就是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存在的，以诚待人、言而有信是人之为人的学

问中的重要内容。其次，血缘家庭关系以及延伸出来的君臣、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社会

的基本关系，传统诚信观念集中体现在“忠”与“孝”中。孔子说“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对于丧事，与其仪式周备，不如真心哀戚；对于处理君臣关系，要“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

问》）；为人处世要以“忠信”为主；与朋友交往要“言而有信”，还要“忠告而善道之”（《论语·颜渊》

）。

在为学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是理想人格养成、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诚信”思想

在“为学之道”中得到充分显现。首先，诚信诚意以修身，是为学的目的。《论语·宪问》中有云“古之学

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提升自己，加强修养，是学习的根本目的。学问一旦以卖弄和炫

耀自己为目的，就成了“为人”之学，违背了的求学的初衷。其次，实事求是，严谨求真，是为学的态

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所学的知识，知道就是知道，实事求是，才是求学的

正确态度。最后，诚实守信，是为学的重要内容。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大教育内容中，“忠”与“

信”就是关于诚信的品德教育。孔子将诚信看作是为学者的基本道德要求，是通往最高道德境界即“仁”

的基本途径之一。

在为政方面：诚信作为一项治国方略，在中国古代传统为政之道中，展现出丰富的含义。从治理者的

角度来说，诚信首先是治理者的必备素养。“敬事而信”是为政者以德服人的前提，当政者自身拥有良

好的道德修为，以身作则，为民众树立榜样，达到教化的目的。其次，诚信是治理者施行德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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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墨子曾概括影响国家的7种祸患，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民力等多方内容。其中，“所

信者不忠，所忠这不信，六患也”（《墨子》），这显然是由于治理者措施不善导致的祸患。知人善任

是治理者的必备才能，要有辨别忠诚爱国之人的能力。从被治理者的角度来说，首先，“朋友有信”是

百姓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准则，讲信修睦的道德氛围不仅是百姓追求的理想社会，也是为政者善治的

体现。其次，君民之间的互相信任，形成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

情”（《论语·子路》）。民众的守信行为来源于对为政者的信任，只有取信于民，才可使民守信，是

治理好国家的前提。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只有讲诚信，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

信赖。

在为商方面：由于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经济交易活动，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的信

用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诚信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一是商业经营中的敬业精神。“敬”指一

心一意、尽心尽职，是以“诚信”作为内在要求的一种外在表现。“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

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祁门愧氏族谱》），就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锲而不舍、屡败屡战的精神体

现。二是商业活动中的“义利”观。孔子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反对通过不正

当手段包括欺诈手段而谋取利益，这种不义之财不可取。《孔子家语·鲁相》载有“贾羊豚者，不加饰”

，告诫人们所卖商品不得造假，做到公平买卖。三是取之有度的“中和”思想。“中和”思想是“天人合一”

思想的体现，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而“中和”在经商活动中表现为商人不贪不占、谦和的品质，

形成了和气生财、以人为本的商业文化。

三、中国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观的内在关联

（一）传统诚信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 164。中国

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所积淀下来的传统诚信观，是一种道德观念、道德心理、道德品质、道德行为，从

属于道德价值要求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思想来源。

中国传统诚信观中既强调内诚于心的内心自觉，也兼蕴着外信于行的行为规范。诚信作为是个人内在

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的要求和途径，是个人服务社会、效忠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孔子以“仁”“义”作为

理想人格形成的最高境界，诚信是达到“仁”和“义”的基本途径，即“信近与义”。“诚其意者，自修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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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不自欺的态度形成高度的自律意识，在内心达到对“仁”与“义”的高度认同，才能够自觉地抵制

不仁不义的行为。同时，诚信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石。个人以“诚”为内在的最高价值目标，在社会中

以“信”为人际交往的基本行为规范，为社会道德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诚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为人、为学、为商、为政的多方运用，形成以诚信为本的立身之本、交友之法、立业之基、治国之道

，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传统诚信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的活水源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背景的有机融合，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

中国传统诚信观是针对不同范围内活动的行为主体，内在修为和外在约束的统一，贯穿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之中，是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内化为个人价值，个人价值融入于国家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桥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以“国家”为视域范围看诚信的价值，体现

为诚信爱国。“勿欺也，而犯之”是《论语》中臣民诚信爱国的体现。不为俸禄，真心实意的治理国家

，所谓“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才是作为统治者诚信爱国的表现，这些中国传统诚信观

中关于诚信爱国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

价值观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体系中，“主忠信”是保持良好家庭关系和

君臣关系的基本途径，以诚相待、信守诺言是与朋友交往的基本信条，构成了以“家”为视域范围的诚

信爱人的价值标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关乎个人道德意识的养成。个人的意识和活动

是国家活动的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实现促进社会、国家的价值实现。诚信为人也是个人道德价值的

体现，符合社会主义条件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是个人道德价值与国家、社会价值融合的

桥梁。在国家、社会、个人不同视域范围中形成的诚信爱国、诚信爱人、诚信为人的中国传统诚信观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是对传统诚信观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诚信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根本遵循，其蕴含的道德价值和

社会作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包含从社会主

体的认知自觉到行为自觉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

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1]。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价值，才能将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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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达到凝心聚

力的作用。中国传统诚信观首先解决的是个人修行的问题，其次是解决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问题，

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解决的两大课题[12]。

中国传统诚信观中丰富的思想资源需要不断挖掘，更需要不断完善和改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继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诚信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传统诚信观新的时代内涵。第一，诚信对象由个人

转换到多元。中国传统诚信观更注重个人的道德自律，呈现的是单向的个体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则将诚信思想的运用从人与人的个体交往，拓展到了人与社会、国与国之间的相处准则。第二，诚

信依据从情感驱动趋于理性化。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血缘关系、亲疏程度成为诚信发挥

道德作用的一个界限，使情感成为决定诚信选择的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思想，旨在发

挥道德对普遍社会的教化和约束作用，使诚信的认知超越情感的束缚逐渐趋于理性化，强调诚信的实

用理性。第三，诚信功能由道德自觉向内外兼修转化。中国传统诚信观主要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来完

成，但仅仅依靠主体自觉来实现社会诚信道德建设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思想

加强了诚信在法律、制度等层面的外在约束，使诚信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出更强有力的作用。第四

，诚信准则从重义轻利转换为义利合一。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对主体的道德养成、人格培育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

，个人的趋利行为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讲究诚信和追求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冲突的，而是要注

重和强调在诚信基础上的利益追求，将“义利合一”的思想运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成为人们在追求

物质财富中的行为规范。

四、中国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的结合机理

（一）道德层面的双向互动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不仅要以内心的道德自觉为支撑，还要以制度的约束来加以实现，两者是辩

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研究诚信“缺位”现象的缘起，不能单单只归结于欲望膨胀

、利益冲突、价值原则的混乱等表象原因，究其根本在于一种诚信的德性还没有在人的内心真正地生

成。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思想的作用，要借鉴中国传统诚信观中内在修为的重要作用，使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思想由价值认同升华至价值共情的状态，进而成为社会成员自

发自觉的个体道德追求。与此同时，诚信建设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制问题。所谓“存善于

心而形于外”，诚信是心术问题，此为前提，而在市场趋利原则的诱导下，道德诚信作为经济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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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基本条件，还须以一种外在规则的形式融入到社会各领域的法律制度规范之中。诚信的制度

化建设可以有效缩短诚信品格养成的时间，有效规避市场经济下失信的利益诱惑，是推进诚信道德建

设的重要环节。

（二）诚信建设领域的契合

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

威不立。”[13] 18中国传统诚信观是贯穿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为治国理政、为

人处世、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了经世致用的实践方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发

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融合发展态势，新时代倡导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同样必须深

入开展到各个领域的诚信建设，在更广泛、更深层次上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整合与共识塑

造的作用。一是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确保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严格规范公务人员诚信为公的从

政行为准则，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二是加强商务诚信建设，要以诚信作为构建市场秩序

的基本准则，完善市场运行的体制机制，各企业要建立以诚为本的企业经营理念，不断加强企业内部

的诚信建设。三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诚信职业道德的培

养，树立诚信立家的观念，营造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风气。

（三）诚信制度化的对接

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受封建社会制度的“人治”思想影响，主要依靠人的内心自觉来完成，而非法律规范

，但并不意味着传统诚信观排斥和反对借助外在机制的力量。古代许多法律条例中都不乏诚信精神的

体现：古代刑法中关于“诈伪罪”的相关条款，充分体现了传统诚信观以维护皇权为目的，以及在法律

制度中的运用。所谓“诈伪”，即弄虚作假，是“不诚信”的直接体现。此外，关于诬告行为的惩戒，也

是古代刑法中诚信原则的体现，诬告，即“告人不以其实”，诬告现象随着法律和诉讼行为出现而产生

，反诬告也是中国古代监察活动的重要内容。其次，在古代经济活动中，也不乏有关诚信的制度体现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14] 83。在产品上刻上制造者的名字，一

旦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制造者则会受到处罚。除此之外，古代契约制度中也不乏传统诚信观的表达。

如“立契后有人先悔者，罚麦三石，入不悔人，恐人不信，故立此契为记”“一买已后，更不许反悔。如

先悔者，罚黄金三两充入官家，恐后无凭，故立此契，用为验耳”[15] 624。

古代传统诚信制度为新时代的社会诚信建设，提供了借鉴和遵循。但同时，古代传统社会“德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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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制约了“法治”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诚信建设来说，要将诚信充分融入制度体系之中，加大对诚信

建设各层面的制度供给，从而构建起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建设制度保障体系。

一是要完善诚信的相关立法，规范社会成员的诚信行为。利用法律手段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诚信

建设，必须加快出台诚信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种失信行为背后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提高立

法项目的明确性和严谨性，确保有效执法。二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市场经济良好的信用环

境。从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政策、行业组织的自律规定、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从上而下

、从小到大地加速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使国家社会信用体系为提升社会经济治理水平更好地发挥

服务作用，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信用服务环境。三是建立健全政府诚信监督体制机制，发挥诚信

政府的模范作用。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工作，各部门明确划分监督职权，形成监管的最大合力。同时完

善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外部监督机制中的重要主体作用，着重加强党员队伍

的诚信建设，形成诚信监督体制中的坚实堡垒。四是建立诚信奖惩制度，激发社会成员的诚信自觉。

对于失信行为，要形成严格、公正的惩罚程序，使当事人真正认识到失信行为的错误和危害，引导其

走向诚信自觉。对于引起积极社会影响的守信行为，建立有效的奖励制度，激励社会其他成员的积极

效仿，在社会诚信建设中发挥正向价值引导作用，营造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媒体的

舆论引导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完善网络媒体的诚信践行机制，引导媒体和舆论向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靠拢。

五、结论

诚信，是个人成长之基，经济发展之源，社会和谐之本，国家复兴之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的传

统诚信观，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对传统诚信观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新

时代解读，为传统诚信观增添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时代内涵。要不断挖掘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思想资源

，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思想，不断加强对诚信的思想内涵、价值作用、实践路径的积极

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诚信的道

德价值和基础规范作用，为建设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思想基

础保障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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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Thought Resource of the View of Honesty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ation

YANG Hua, YANG Yuyao

Abstract: Integrity i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content i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onesty is

"internal sincerity in the heart, and external trust in deeds" as the foundation, "the Lord's loyalty

and trust" is the core idea, and the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mind as its ontological basis. In current

China,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ought and a source of living

water for the concept of integrity in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concept of integrity in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integ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way interaction at the moral level, honesty, as a moral quality,

must not only be supported by the inner mor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be achieved by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ystem to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tw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integrity is a core value that runs through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individual,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and provides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the

conduct of the world, and cultu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tegrity

and modern systems, it is necessary Fully integrate integrity into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of integrity construction at all levels, so as to build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for integrity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ociety and other field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ral value and basic normative role of honesty should be better

played, so as to build a prosperous, democratic, civiliz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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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Powerful nations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spiritual strength.

Keywords: concept of integrit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fucianism;

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l saints and external king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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