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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是儒家德性伦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基本涵义是真实，反之则为虚假。“儒家认为，人之所以有诚这种德性，

也是由自然界的发育流行之道决定的， 自然的发育流行是真实的，不能怀疑的，这是由人的存在所证明的。人作为

自然界发育流行的产物，也是真实无妄的，不能怀疑的。不过这种真实，不只是从肉体存在上说，更重要的是从心灵

上说，人应当有一颗真实、真诚的心，这个‘应当’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不仅自己有真诚之心，而且要以真诚之

心待人、接物，这就是中国传统中的‘成己成人’、‘成己成物’之学。”[1]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认为，诚的极致

就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天道与人道是用来说明诚的程度的。“诚者自成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性之德

也，合内外之道也。”[2]“成己”就是完成自己的德性，实现人的“真己”的存在。“真己”或“真我”就是人的

本真的存在，同时也是人的最真实的价值，就体现了诚的终极意义。儒家传统哲学里，诚被看成是人的存在本体，也

是价值本体，诚能够确立人的“真己”或“真我”。儒家传统道德中讲究诚，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之一。在

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先要自己做到诚实，相互之间才有可能诚恳相待，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诚，内心不会产生悔

疚，而是不愧于人不怍于天，体验到人生诚德的经验，人一旦实现了诚的德性后，就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愉悦。诚德

是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的，表现于人们交往过程中就是诚实、不说谎、不欺诈等，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不去

伤害、侵占他人的领地，甚至宁肯自己吃亏、牺牲，也为他人着想，持有良好的诚德。 

王守仁承认人人身上都有诚的德性，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在“扮戏子”，在演戏，这并不是人的本真所在，这样

的人王守仁看来就是丧失了良知的人。除“自成”或“成己”之外，还有“成人”、“成物”的问题。如果人人都能

“思诚”，人人就都有诚这种德性。它是一个实现的过程，是功能性的，不是实体论的，如何实现则靠“思”。

“思”则能“明”，不思则不能“明”。“明”就是由不自觉变成自觉。至于“成物”，则为成就事物，完成自然界

的生长发育，完成自然界赋予人的职责。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即“人伦物理”一类的事为“物”，客观存在的人造

之物与自然之物也为“物”。对物要以真实无妄之心对待它。不弄虚作假，不玩物丧志，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对待每

一件东西，是人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不管我们是在各种性质的单位：工作，还是下岗待业，还是离退休，不管

我们做什么事情，选择——项健康向上的活动，都要十分认真，十分投入，把事情努力办好，这是就做到了诚。如果

我们没有诚心诚意，不诚实，不认真，那就办不好任何事情。“诚则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

有了这种道德，不管从事哪一种职业，肯定都能做得很好，因为这是人的目的所在。有了这种目的追求，就能够把基

本德性与职业道德统一起来。”[3] 

诚实，它是——种道德品质，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个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交往活动中能讲真话，不背离事物本身的

性质，不去骗人说瞎话，不去弄虚作假，捏造事实，达到心口一致，内外相合。诚实是人们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之一，

人们无诚，就靠不住。人做到了诚实，就在社会上具有了为人所肯定的、所认可的价值，人们对之就不会排斥、厌

恨、而是被充分尊重，充分信任。诚实是构成完善人格所必不可少的。如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不讲诚实，都相互欺

骗，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下去，人们也不大可能获得各自的利益，诚实作为人类个体的行为中经常的、稳定的

倾向、特征，不外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 

按照陈升《商品经济与道德》书中的看法，这第一个方面意思，某个人、某一行为是不是诚实的，首先取决于这个

人，这一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是与事实相符。他所反映的是事实，就不能说此人、此行为是骗人的，就应当承认他

是诚实的。这就是说，是否诚实，首先要受到客观事实的制约。这就是一个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问题。它是一个真假

问题，是“真善美”中的“真”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意思，是—一行为的主体在行为开始之前，决定在这一行为过程



中，要不要传递真实的信息。如果行为的主体决定要传递真实的信息，那么，这一行为是诚实的：行为。如果主体决

定不能传递真实的信息只能传递一个假的信息，那么这二—行为就不是诚实的。要不要传递真实信息，是由人们之间

利益问题决定的。这就不是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真假问题了，而是主体的需要与这种需要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满足的

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了。 

诚实这一品质与真、善密不可分。诚实既要真、也要善，真善两者在诚实这一美德中得到了统一。诚实与人们的切身

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能把之单单理解为不违道德规范，而与人们的切身利益脱钩，而当看到诚实的条件性，注

意诚实与愚蠢的区别。对敌人、敌国，不是能用诚实的，而该讲究策略，诚实，如果那样做，就是一种叛变，就是站

到了敌人、敌国那边去了。在什么场合什么对象上讲诚，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诚实显然是与说谎对立的，从主体对事物的价值关系上讨论应不应该说谎，不出一种价值判断。20世纪之后，对于是

否可以说谎的这个古老问题，仍然争论不休。行为功利主义者和规则功利主义者主张不同。前者特别强调特定的环

境、条件、情况，后者十分重视一般道德规则。诚实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而且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反映与

被反映的关系。我们要做的诚实行为，是与事物本性符合的，是符合真理的，诚实：与说谎并不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

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们是不同人格的折现，体现了不同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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