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第 1期
2 《X) 5 年 3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 u m a lof Hig her Ed uc st io n R e sea ro h

2 8
,

M ar
.

N o
.

1

2 (Xj s

试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与军校学员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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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德性原则
、

伦理原则
、

修养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是相通的
,

用

“

公
” 、 “

忠
” 、 “

义
” 、 “

仁爱
” 、 “

中和
” 、 “

孝慈
” 、 “

诚信
” 、 “

廉洁
” 、 “

勤俭
”

等规范教育军校学员
,

对提升其综合

素质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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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传统伦理道德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

伦理
”

一词
,

最早见于 《礼记
·

乐记》
: “

乐

者
,

通伦理者也
。 ”

东汉许慎在 《说文》中注云
:

“

伦
,

辈也
,

从人仑声 ; 理
,

治玉也
,

从玉里声
。 ”

它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
、

规范等
。

“

道德
”

一词
,

始见于 《荀子
·

劝学》
: “

故学至

于礼而后止矣
,

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 ” “

德
” ,

古人

注云
: “

德者得也
。 ” “

道
” ,

从首从足
,

本义为道

路
,

引申为规律
、

规范
、

法则等
。

古人把认识 了
“

道
”

而
“

内得于 己
,

外得于人
”

称为
“

德
” ,

可

见
,

传统的道德是指人们认识了做人的规则
、

规范

等外在要求后形成的内心精神情操和精神境界
。

伦理和道德
,

虽然在本质上有所区别
,

但在古

代意义是相近的
,

因此
,

日常生活中
,

人们常将二

者当作互相指称的词使用
,

甚至用伦理道德直接指

称道德现象
。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之一
,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善
,

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

如以
“

仁
”

为核心的德性原则体系
,

以
“

礼
”

为规

范的伦理原则体系
,

以
“

克己
” 、 “

慎独
”

为基础的

修养原则体系等
。

这些体系又互相渗透
,

形成特有

的价值观
、

道德观
、

伦理观
,

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

动
,

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

诚然
,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作为历史的产物
,

必

然带有阶级的烙印
,

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

但其中绝

大部分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

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

方向
。

在时代呼唤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今天
,

如果把

它挖掘出来
,

加以新的诊释
,

使之与现代社会相契

合
,

用于军校学员的素质教育
,

无疑是大有裨益

的
。

二
、

传统伦理道德对提升军校学员综合

素质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德性修养与社会政治紧

密结合
,

讲究
“

经世致用
” ,

为社会服务
。

《礼记
·

大学》中认为
: “

心正而后家齐
,

家齐而后国治
,

国治而 后天 下平
” ,

这种以
“

修身
”

为核心
,

以

“

平天下
”

为终极目标的修养程序
,

实际上就是要

求人们立志报效社会
、

报效国家
。

而当今
,

江泽民

同志指出
: “

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

在重要位置
,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
,

要说素

质
,

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
。 ”

这里 的
“

思

想政治素质
” ,

对军校学员来说就是要立志报效祖

国
,

要忠于党和人民
,

全心全意服务于军队
,

服务

于社会
。

这与先哲们提出的
“

修身
、

治国
、

平天

下
”

是一脉相承的
。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
,

儒家更强调
“

德政
” 。

孔子在 《为政》中说
: “

为政以德
,

譬若北辰
,

居

其所而众星拱之
。 ”

又说
“

其身正
,

不令而行 ; 其

身不正
,

虽令不从 ( 《子路》)
” ,

这些思想
,

对既

要会打仗又要会带兵的军校学员
,

也有深刻的启

示
。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价值取向上
,

强调群体本

位
,

特别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
。

在公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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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
,

要求人们
“

以公灭私
”

( 《尚书
·

周官》) 做

到
“

国而忘家
,

公而忘私
”

( 《贾谊传》) ; 在义利

关系上
,

主张
“

义然后取
” ,

要求人们
“

舍生取

义
” ; 在人 己关系上

,

要求人们
“

老吾老 以及人之

老
,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

( 《孟子
·

梁惠王上》)
,

“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

千百年来
,

正是这种强调群

体价值
、

以天 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
,

造就了无数

,’l病患不忘国
”

( 《左传
·

昭公元年》) 的爱国志士
,

使我们的民族长盛不衰
。

这种道德精神对培养军校

学员的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的情操
,

也

有着重要作用
。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修养原则突出主体地位
,

强调内向用力
,

认为德性修养是一个
“

由内及外
,

内外统一
”

的过程
。

在古代
,

对人性本质的讨论
,

虽然有
“

性善
” “

性恶
”

之争
,

但有一点是统一 的
,

都认为人们彼此之间本性是相近的
,

只是因为后天

的习俗习惯才产生 了差别 ; 都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

的道德能力
,

只要自强不息
,

努力修养
, “

涂之人

可以为禹
”

( 《荀子
·

儒效》)
“

人皆可以为尧舜
” 。

这就充分肯定了人 自身的价值
,

肯定了人的主观能

动作用
,

给人们以勇气和信心
。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

鼓舞下
,

形成了自尊自强的社会风气
,

培养出了大

批
“

克己
”

反省
、

成就理想的典范
。

越王勾践的卧

薪尝胆
、

陶侃的运砖砺志
、

祖邀的闻鸡起舞
,

都给

人们莫大的精神力量
。

今天
,

让军校学员把它作为

精神食粮
,

不一样可以产生积极向上的效果吗 ? 在

知识更新快
、

科技发展猛
、

世界形势变幻不定的现

代社会中
,

军校学员肩负着保卫祖国
、

建设祖国的

双重任务
,

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

发愤忘食地学

习
,

刻苦严格地训练
,

练就过硬的本领
,

只有这

样
,

才无愧于党
,

无愧于国家
,

无愧于人民
,

实现

个人道德理想的升华
。

三
、

加强军校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设想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
,

特点非常鲜明
,

它以人为中心
,

以
“

仁
”

为本位
,

强调人们通过自

身修养来实践其德性原则和伦理原则
,

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

铸就完善的人格
。

因此
,

对军校学员加

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

除了依靠军人的规章
、

规

则
、

规范等外在力量外
,

更重要的是提高其自身修

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
。

具体说来
,

可从如下几

方面着手
:

(一 ) 用
“

公
” 、 “

忠
” 、 “

义
”

来树立学员强烈

的道德责任感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
“

公
”

是与
“

私
”

相对的道

德规范
,

韩非说
“

背私之谓公
”

( 《五蠢》)
,

班固

说
: “

公者通也
,

公正无私之谓也
。 ”

强调
“

至公无

私
” , “

以公灭私
” 。

对于
“

忠
” ,

《左传》中说
: “

临

患不忘 国
,

忠也
。 ”

孟子认为
“

教人 以善谓之忠
”

( 《滕文公上》)
,

谭嗣同认为
“

忠者
,

中心而尽乎

己也
” 。

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
, “

忠
”

就是精忠报

国
, “

苟利家国生死已
,

岂因祸福避趋之,’;
“

忠
”

就是助人向善
,

要
“

学而不厌
,

诲人不倦
” ; “

忠
”

就是要始终如一
,

尽力成就事业
,

做到
“

鞠躬尽

瘁
,

死而后已
” 。 “

义
”

是做人做事应该遵循的准

则
。

墨子说
“

义者正也
”

( 《天志下》)
,

孟子说
“

义
,

人之正路也
”

( 《离娄》)
,

朱熹则认为
“

义

者
,

宜也
,

是非可否处之得宜
,

所谓义也
。 ”

( 《朱

子语类》卷九十五 )
。

传统上的
“

义
” ,

要求人们顾

全大局
,

对人对事处理得当
,

面对国家人民
,

要讲
‘

公义
” 、 “

忠义
” ; 面对利益

,

要
“

见利思义
” ; 面

对生死
,

要
“

义死不避
,

忠死不辞
” 。

“

公
” “

忠
” “

义
”

三者
,

是现代军人的立身之

本
,

也是社会赋予他们的道德责任
。

军校学员
,

从

走人军校的第一天起
,

就肩负起了保卫祖国的神圣

使命
。

只有做到了既
“

公
”

又
“

忠
”

且
“

义
” ,

才

会格守
“

先天下之优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道

德责任
,

才会产生
“

报效国家
,

舍我其谁
”

的自豪

感
,

才会有
“

亏了我一个
,

幸福十亿人
”

的无私情

怀
,

也才会有
“

捐躯赴国难
,

视死忽如归
”

的大无

畏精神
。

(二 ) 用
“
仁爱

” 、 “

中和
” 、 “

孝慈
”
来培养学

员的高尚情操
“

仁
”

是传统伦理道德中非常重要的命题
。

孟

子说
“

仁者爱人
”

( 《离娄下》)
,

又说
“

亲亲而仁

民
,

仁民而爱物
”

( 《尽心上》)
,

看来
,

这种由
“

亲亲
”

到
“

爱物
”

的博爱就是
“

仁
” 。

孙中山先生

对这种
“

仁民爱物
”

的道德规范给予了高度评价
,

号召 大家
“

把仁爱恢复起来
,

再去发扬光大
”

( 《孙中山选集》)
。

今天
,

学习这种
“

固有 的精

神
” ,

就要培养学员热爱党
,

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热爱士兵以及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

“

中和
”

指的是一种行为规范
,

它要求人们处

理人际关系不偏不激
,

保持和谐的心理状态
。

古人

特别强调
“

中和
”

对军队的作用
,

《左传
·

桓公十一

年》中说
“

师克在和不在众
” ,

也即军队要打胜仗
,

关键在于上下一心
,

步调一致
。

把
“

中和
”

引进军

校
,

就要求学员洛守
“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

的职业

道德
,

服从命令听指挥
,

反对匹夫之勇
,

坚持旅进

旅退
,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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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类型等各方面会与全 日制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些

区别
,

但不应将全 日制和同等学力研究生看作是两

个完全独立的体系
,

否则将导致全 日制和同等学力

研究生在培养质量上的双重标准
。

如果存在这种双

重标准
,

很容易造成同等学力研究生的质量应该比

全 日制的低一些 的错误认识
,

用人单位的习惯思维

也会认为全日制教育是正规教育
,

而同等学力研究

生教育是非正规教育
,

因此无形之中会对同等学力

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和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

建立与全

日制研究生培养质量完全一致的同等学力研究生培

养质量标准
,

是保证同等学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

效措施
,

并切实落实好同等学力研究生 的双重导师

制度
。

双重导师往往隶属于不同的单位
,

缺乏对研

究生全面
、

深人的了解
,

双方研究分头进行
,

缺乏

融合
、

配合
、

交流
,

缺乏制度化的检查
、

督促
。

同

等学力研究生的培养也可以采取弹性学制
、

完全学

分制等不同于全日制研究生的过程管理模式
,

但在

质量上必须实行与全日制研究生一致的标准
。

德才兼备的高科技人才
,

既是适应 国家和军队发

展
,

实现
“

科教兴国
”

和
“

科技强军
”

伟大战略目

标的需要
,

也是研究生教育承担单位完成 自身人才

工程
,

顺利实现结构性调整 目标的现实需要
。

研究

生教育承担单位有关部门要落实好教研室 (研究

室 ) 作为研究生质量教育的核心团队作用
,

克服教

育质量中的薄弱环节
,

从体制上创造一个更加综合

的学科氛围
,

从管理上建立一个更加纯正和浓厚的

学术氛围
,

切实重视和加强对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
,

向国家输送更高质量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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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质量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
。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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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慈
”

本是维护家庭亲子伦理关系的道德规

范
,

但先哲们却不局限于家庭
,

提出 了
“

孝
”

要
“

继人之志
,

述人之事
”

( 《中庸》)
, “

从义不从父
”

( 《荀子
·

子道》) 的主张
,

这就使孝慈具有了广泛

的社会意义
。

军人的孝
,

就是要继承先烈的遗志
,

完成未竟的事业
,

就是要把对父母的
“

孝
”

与对国

家的
“

忠
”

结合起来
,

以实际行动
,

悟尽职守
,

不

辱使命
,

使父母骄傲
,

祖国为之自豪
。

(三 ) 用 “
诚信

” 、 “
廉洁

” 、 “
勤俭

”
来塑造学

员的武德人格
“

诚信
”

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原则和规范
。

孔

子的
“

人无信不立
” ,

荀子的
“

君 子养心莫善于

诚
” ,

都说明了诚信的重要性
。

所谓诚信
,

就是要

求人们言行一致
,

表里如一
, “

真实好善恶
,

无夹

杂
’

( 《朱子语类》卷十六 )
。

要求人们
“

一诺九

鼎
” , “

一言既出
,

驯马难追
” 。

联系当今
,

就是要

求学员去掉私心杂念
,

保持心胸的光明磊落
,

兢兢

业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
。

“

廉洁
”

在传统伦理道德中
,

被视为
“

政之

本
, , “

人生之大纲
” ,

可见它对人品格的重要性
。

《吕氏春秋》说
: “

临大利而不易其义
,

可谓廉矣
。”

我们培养学员的廉洁品格
,

就是要增强其在金钱
、

名利诱惑面前的免疫力
,

做到
“

贫贱不能移
” ,

像

孔子那样
,

连
“

盗泉
”

的水也不饮
,

像于谦那样两

袖清风
,

像林则徐那样
“

海纳百川
,

有容乃大 ; 壁

立千初
,

无欲则刚
” 。

“

勤俭
”

是人所共知的美德
。 “

民生在勤
,

勤则

不匾
” , “

俭以养德
” , “

由俭人奢易
,

由奢人俭难
” ,

都是人们口耳相传的真理
。

我们对军校学员进行
“

勤俭
”

教育
,

除了养成热爱劳动
、

艰苦朴素的品

质外
,

更重要的是要求学员发愤图强
,

勤于学业
,

学好军事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能
,

真正成为一名政治

合格
、

军事过硬
、

作风优良的军队带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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