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在当代 > 儒学与当代文明 > 儒学与道德建设

为人处世要以诚信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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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建诚信之道，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1．要充分认识诚信之道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明礼诚信”作为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是十分必要的，“明礼”是道德行为表

现，诚信是道德品质与内在精神，既然诚信是其他社会道德的基石，那么诚信教育就应该成为道德建设中突出的工

作，把诚实可信，作为用人的基本标准，让弄虚作假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同时还要认识到，诚信也是一种政

治品质和经营理念。取信于民和开诚布公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在经济领域，信用体系的建立和信用秩序的运行是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黄金规则。市场经济是在法制制约下的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决定企业的命运，“安

达信”的破产便是最好的例证。若无起码的诚信，社会生活便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

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诚信”关系到社会生活各个重大领域的健康化，是全

社会都需要加以关心的问题。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是当务之急。 

2、诚信之道就是实事求是。 

从哲学上说诚信之道与唯物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客观，尊重实际，不主观加以歪曲

和掩盖，一是一，二是二，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种唯物主义精神落实到生活里和行动上往往会遇到困

难，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了个人和眼前利益，在一定压力下，有许多人不敢说真话，尤其不敢正视工作中的缺

点和失误，不得不枉断曲行，拿原则作交易。所以诚信之道的坚持需要有正直无私的品格加以保证。唯物主义者是无

所畏惧的，但他同时必须有精诚的品格，即“择善而固执”的弘毅不拔的精神。 

3．诚信之道体现人的尊严。 

诚信之道从自我价值来说是人的一种尊严和精神财富，是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依凭。人必须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

人要别人。尊重自己、器重自己，必须以诚信为本，诚实可靠，言而有信，行而可托。倘若虚假不实、轻诺寡信、变

化无常，不能为人所重。所以可信度是人格尊严的重要尺度。有人说老实人吃亏，偷奸耍滑的人得便宜。应当承认，

有时候是这样，特别是法律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时候。但从总体上看，老实人不吃亏，偷奸耍滑的人吃大亏。偷奸耍

滑和损人利己的人，虽能得逞：于一时，但狐狸尾巴总要露出来，逐渐丧失周围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或避而远

之，或起而抗之，在感情上已被人们抛弃，即使有求于彼而亲近之，亦是相与利用而已，并无真情可言。所以虚假自

私的人在心灵上必然是孤独的，他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却失去了朋友和赞誉，失道寡助，内心不会平静安宁，

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而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人，一定会得到社会在精神上的回报。得道多助，德不孤必有邻，爱

人者人恒爱之，对人以诚信，人亦报之以诚信，他会得到真正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个健康的团体，也会器重他，

信任他，再加上必要的知识才干，便容易在事业上得到发展，有了困难也会得到人们的关心和帮助，这是用金钱买不

到的人间真情。 

4．诚信之道需要有制度的保证。 



健全法制，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使每个人和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诚信记录纳入各种管理信用网络之中，随时作

出评价，作为考核、晋级、信贷、审批、录用的重要标准，使诚信行为得到奖励，使不诚不信的行为受到处罚，如果

因弄虚作假或不信无义的行为而造成严重后果，那么行为主体应得到严厉的处罚，并受到法律的追究。只有这样，才

能有效扭转不良社会风气，推动道德文明建设。在建立健全信用管理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诚信可靠、正直秉公

的人提拔到关键的岗位上，以保证社会管理制度的正常进行。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

服。”直就是正直无私、办事公道的人；枉就是徇私舞弊、枉断曲行的人。正直的人在位，加上好的制度，诚信之道

便会实行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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