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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处世要以诚信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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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不足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疾病，必须 加以治疗，否则便会发展成

为一场灾难。  

欺诈无信的现象比较普遍，信用经济因而难以建立，而市场经济规则的运行是以守信为基础的。由此可知，道德与经

济有重要制衡与互动作用。 

空话假话、欺上瞒下严重影响政府各部门的信用度，而“官不忠则民不诚”，难以做到政通人和。 

言行不一，口是心非，道德上的伪善正在从根本上破坏道德的生命，因为道德是以真情为灵魂的。 

所以人们开始强烈呼唤诚信的重建。信用危机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危机，它具有

腐蚀性和传染性，如不及时克服，将不仅破坏我们的稳定、改革和发展，亦将贻害子孙，后患无穷。 

二、诚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基础。 

诚信有两大要求：一是真实无妄，二是重诺守信。 

1．儒家认为诚者是天之道，思诚是人之道(孟子) 

 自然界，是实实在在的，人应效法天道，也要实实在在，不弄虚作假，否则即违背天道。《中庸》说：“不诚无

物”，人间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人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事物，所以才对人类有益，虚假的

东西只会损害人类。儒家把“诚”看得很高，视为天道，视为道德的根本，视为人间的常道。《中庸》提出“成己成

物”和至诚、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人生进路，使诚学成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

学体系。 

 2．为人处世要以诚信为本。 

 孔子说：“主忠信”，他把“忠信”看做主要的道德规范，而“忠”的要求是尽己为人，也就是实心实意为他人办

事，这是诚的精神，所以“主忠信”也就是“主诚信”。孔子从三个方面说明“信”的重要性：一是信为做人之本：

“人而无不知其可也”；二是信为交友之道：“朋友信之”；三是信是为政之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

见“信”是立身、行事、治国的墓本要求。荀子说：“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要取信于人、取信

于民，必须以诚相待，欺骗是不能长久的。 

 孔子孟子提倡仁义，他们的道德思想可以说以仁义为核心；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强调诚信呢？因为仁义是道德的内

容，诚信是道德的保证；有诚信，则有真仁真义，无诚信则是假仁假义。假仁假义最能伤害道德，比之不仁不义更为

恶劣，因为不仁不义容易识别，而假仁假义则容易以假乱真，使人上当受骗。所以孔子孟子都尖锐批判“乡原”，认

为它是“德之贼”，就是因：为“乡原”外仁而内诈，以伪乱德。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

他看到本质真诚老实厚道的人最容易具有仁德，而那些花言巧语、虚伪不实的人是很难接近仁德的。孔子说：“不得



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依中庸之道而立身行事的人是难得有的，不得已而求其

次，便是狂傲而进取的人，或者谦和而有操守的人，因为这两种人虽有所不足，但都真实可信、有事可托的人，但绝

对不能与乡原为友，因为乡原是伪君子，靠不住，随时可能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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