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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戏曲是一门古老而又日新月异的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而

且可以作为我国伦理道德传统的传播和普及的媒介，其自身所蕴含的的伦理道德资源，如

人本、忠孝、自由、正义、和谐等更使其价值在我国当前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显现

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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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文明古国，在这古老的国度里盛开着许多美丽

的奇葩，而中国戏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许多年的成长，它形成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

剧种，如京剧、豫剧、黄梅戏、昆曲、秦腔等。中国戏曲虽然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但其

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资源，如人本、忠孝、自由、正义、和谐等足以使人们把它纳入到宣

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行列中。在我国当今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并立、价值观的冲突、人

生观的交错等等都让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产生迷茫、不知所措，而中国戏

曲这一古老而又日新月异的传统形式使人们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又接受了传统伦理智慧的

洗礼，不仅使人们净化了心灵、平静了心绪、沉淀了道德，而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愫、

形成了民族的担当意识，从而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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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形式，它萌芽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

“历练”成长于明清时期，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物质的丰富、文化的繁荣更把它推向了一

个新的高度。在它的成长和发展中，其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本、忠孝、

自由、正义、和谐这五个方面。 

1、人本的伦理维度 

人本即以人为本，“本”就是指以人为根基、为始点、为归宿的真理态度、价值取向

和实践原则。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历史上源远流长，齐国的政治家管仲 先提出了以人为本

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

国危。”
[1]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在新编历史豫剧《村官李天成》

中李天成不顾个人利益，一切为了人民，想尽一切办法领导人民走上致富路。他的那段吃

亏歌：“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

就有权威；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常吃亏才能有所作为；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多吃亏才

能有人跟随”从伦理的维度很好地诠释了我国“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和道德美德，以至

于至今仍然在百姓中流唱。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小知县勇斗朝廷大员，他的那句“当官

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唱词高亢激昂，让老百姓心得以安、情得以平。然而在

其背后所蕴藏的却是我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伦理传统，这种伦理观不仅仅是

一种人生的态度，而且还是一种对人我关系之和合状态的觉解。 

其次，以人为本还表现为对人的生命的关切和对人生美好的憧憬。明代剧作家汤显祖

的代表作之一《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凸出地彰显了人们要求对

人生的重视、对人的利益的关切。“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则把云鬟点，红松翠

偏。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我欲

去还留恋，相看俨然。”这一段缠绵浪漫的唱词唱出了杜丽娘和柳梦梅对人间真爱的渴

望，这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可见，中国戏曲中的人本伦理观无时不在熠熠闪

光。 

2、忠孝的价值理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既讲忠又讲孝的民族，“忠于事君，孝于事亲”的美德早已有之。因

此，从某种维度上讲传统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孝为基础的诸多美德

综合为一体的社会。在这里，忠与孝没有差别，忠就是孝、孝就是忠。有子曰：“其为人

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3]
由此可见，忠孝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统京剧《赵氏孤儿》中程婴为了救出赵氏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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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不惜把自己的孩子奉献出去，因为“忠于事君”的理念时时萦绕在程婴的心头，他的

那句“为救孤我忍辱含垢十六年”就像一根尖针扎痛了每一个人的心，这种痛有难过，而

更多的是对程婴忠孝之情的敬佩和赞叹。在样板戏《红灯记》的第八场刑场斗争中，当李

玉和俨然无畏、大义凛然地唱出：“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不屈不挠斗敌顽。儿受刑不

怕浑身的筋骨断，儿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山河破碎，儿的心肝碎，人民受难，儿的怒

火燃！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时，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这里面包含着

对自己母亲的安慰，包含着对祖国的忠诚。可见，忠孝的价值理念已系统化、固定化于李

玉和的灵魂之中。 

3、自由的人文气息 

中国戏曲扎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沃土中，它不断汲取着自由、解放的养料，孕

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戏剧大作，这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对解放的追

求，更是对中国的自由伦理传统的彰显和凸现。在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不

顾封建伦理纲常的约束，与张生偷偷地幽会于书房中，她说：“蜗角虚名何足贵？与郎君

布衣粗食也畅心怀。张郎，如今情势紧迫，你我早上阳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

有封建樊篱的桎梏，却挡不住莺莺和张生对自由的向往、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至于自由

的气息在封建樊篱的夹缝中不断获得新生、不断壮大。自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

或者说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前进的动力，它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支撑，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

仰，是对人生、社会、世界的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不同于宗教中对神、

对上帝的信仰，它是对人自身、对社会本体、以及对世界本质的觉解和体贴。古人向往解

放、渴望自由，今人亦然。样板戏《沙家浜》中在“军民鱼水情”的一场里，郭建光感谢

沙奶奶对同志们的照顾和关心，并表达了“到那时，身强力壮跨战马，驰骋江南把敌杀。

消灭汉奸清匪霸，打得那日本强盗回老家。等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再来探望

你这革命的老妈妈！”这样的信念与希望，这种信念无疑有自由在其背后作为支撑，无疑

是对新中国和平与安定之幸福状态的道德关怀。 

4、正义的制度体贴 

正义（justice）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它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规范、准

则所应当作的事，有时也被用于道德评价，即公正。“正义”一词，在我国 早见于《荀

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4]
我国古代伦理学家对作为一种

德性的“义”是十分重视的。对“义”的典型解释是“宜”，即适当、恰当、正当、合宜

等等，概括为一句话，一个人行“义”就是他的行为值得赞赏，每个人都觉得他做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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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合理、合宜、合度，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体现了道德意义和价值。后来，正义被应用

到社会制度上，成为社会道德范畴和为人处事的道德品质之一，它描述了一种平等的社会

状况，即按同一原则和标准对待相同情况的人和事。正义的原则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而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中国戏曲也不例外。 

传统京剧《赤桑镇》讲述了包拯不徇私情，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不惜开罪于抚养自

己长大的嫂娘，力斩自己的侄儿包勉的动人故事。“恨包勉他初为官贪赃罔上，在长亭铜

铡下丧命身亡。命王朝下书信合肥县往，嫂娘亲闻凶信定要悲伤。闷悠悠坐馆驿心中惆

怅。”这段唱词凸现了包拯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既有人性化的一面，又有铁面无私的一

面。法与情到底何者为先？正义与亲情到底孰为重？国与家到底何为首？在经过长期的内

心斗争后，包拯毅然选择了国家，选择了正义。“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金石言永不忘

铭记心旁。前辈的忠良臣人人敬仰，哪有个徇私情卖法贪赃。到如今我坐开封国法执掌，

杀赃官除恶霸伸雪冤枉。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小包勉

犯王法岂能轻放，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我们从这“劝

嫂娘”的一折中可以看出包拯维护国家、社会正义的决心，这也在某种维度上向人们彰显

了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之正义的因素。 

5、和合的哲学理路 

“和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哲学概念和文化理念，被广泛的应用于治国处

事、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民族的“和合”思想源远流长，“和”、

“合”二字 早在甲骨文中出现。“和”即音声相和，后引申为多种不同的事物、成分、

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合”即“集口也”，也有上下齿、唇合拢之

意。后到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就连起来应用了。《国语·郑语》称：“夫和实生物，同则

不断。”，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概言之，和合指在承认不同

事物之间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

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 佳组合，由此促进新

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依照这个理念，我们再看中国戏曲，它本身就是一个和合

体，在不断吸收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等优点的基础上，克

服其不足，不断使自身达到 优。不仅戏曲本身一个和合体，我国的每一部戏剧都或多或

少地透露出和合的气息，因为我国古代戏曲常以“大团圆”作为结局。不论剧中情节如何

起伏跌宕，主人公命运如何坎坷, 观众总能有一种安全，因为中国古典戏剧在结构上往往

更多采用“先悲后喜”的大团圆模式，或私定终身违背封建纲常，落难公子中了状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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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重逢喜结良缘；或好人无辜惨遭磨难，绝处逢生得遇清官，伏诛恶人保全平安；或奸佞

小人陷害忠良，天子圣明皇恩浩荡,惩戒奸邪天理昭彰。这些都凸显了我国人民对和合的体

贴，没有对和合的体贴，剧作者不可能以起伏跌宕的情节完成大团圆式的结局；没有对和

合的觉解，观众不可能在看戏剧时有一种安全感；没有对和合的感通，中国戏曲不可能在

文化日益多元、中西文化碰撞日益激烈的今天仍然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戏曲也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对中国文化、中国社

会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趟而减弱、消逝，反而在今天多元化对立的时代焕发出新的

活力，尤其是对于当前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等都显现出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价

值和意义。 

1、它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教育，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可见爱国主义对当前我国伦理

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如果追溯爱国主义精神的源头，那么我们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忠

孝”的价值理念那里。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孝、重视孝的民族，孝在

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孝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与特色，是中华伦理体系

的始基和诸德之首，即“百行孝为先”，在这里，孝与忠已合为一体。中国的戏曲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瑰宝，它在传播孝道、宣传忠义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如《三家店》、

《大登殿》等。人们通过听戏、看戏、唱戏，可以逐渐地形成对国家、对民族的忠孝认

知，随着对戏曲的深入，慢慢地把这种认知内化于心灵，产生一种爱国的情愫，并不断地

坚定自己的爱国意志和信念，这种爱国的意志和信念作为人们行动的精神动力直接支配着

人们去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情。可见，中国戏曲起着把爱国主义

精神内化于人并通过情感、意志、信念等环节不断外化于人的桥梁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爱国主义则是其核心与灵魂，是整个价值体系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如前所述，中国戏曲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在全民族的传播，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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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爱国主义精神逐步地引领社会思潮，统领其他的意识形态，从而坚定了人们实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决心，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

用。 

2、它有助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紧接着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

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是科

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它体现了我党、我国致力于人民事业、为人民谋福利的决心，也

体现了我党执政的人民、人本特色。中国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所蕴

含的“民本”思想可以很好地体现和反映我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优良道德传

统，它以关爱人的生命为原则积极地塑造了一大批不畏强权、铁面无私、勇斗贪赃枉法的

贪官、为人民谋福祉的人民的好父母官，如《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程婴救孤》中的

程婴、《铡美案》中的包拯、《村官李天成》中的李天成等等；它还以追求人生的幸福为

宗旨塑造了很多青年男女勇于闯破封建樊篱的束缚、大胆地去追求纯真爱情的浪漫形象，

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等等。戏曲中的这些“人本”思

想不仅可以成为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优良借鉴资源，而且随着戏曲的发展，

戏曲中这些美好、正直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内心的“人本”思

想开始萌芽、不断发展，他们不仅以戏曲中的人物作为道德榜样、道德示范，还会不自觉

地在行为中统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很显然，这些对于当前我国实施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有裨益。 

3、它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重视“和”的民族，我们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
[5]
、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

[6]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7]
等等

都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矛盾，如传

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制度的缺陷等，

因此，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号召。2005 年 2 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专题

研讨班作重要讲话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作出如下概括：“我们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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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至此，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了当前我国的主题。我们知道，社

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

联系的生活共同体。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

来设想、规划、实施。中国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其自身所包括的“和合”思想可以很

好地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优良资源。戏曲中不畏强权、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价值理念不

仅仅可以成为我国“良法”建立的始基、成为民主法制不断完善的动力，而且为公平的深

入人心、正义的逐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戏曲历久不衰，一部部好戏迭出不穷，

究其原委是因为我国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剧作者笔耕不辍的辛勤努力、戏曲演员夜以继

日的辛苦排练所致，这种精神可以很好地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撑，使

社会的发展如生命之源，源源不断、充满活力。还有，戏曲中人们向往自由、渴望和平的

信念，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都可以成为建立一个安定有序、

和谐的社会的思想支柱。总的来说，中国戏曲本身的“和合”资源不仅能保持其自身立于

不败之地，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

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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