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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力》是《文化力》的姐妹篇。
该书以生动的事例，深刻地论述了道德力这一概念。
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道德力则把道德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道德力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维国之力、兴邦之力、安民之力、成功之力、共生之力⋯⋯中国当下最
缺失的就是道德力，中国要崛起，道德要践行。
道德力是软实力的灵魂，是人类社会的觉醒与希望。
    《道德力》是集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化读物。
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企事业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大中小学生及其父母，将此
书作为珍贵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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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占祥，1935年生人。
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全
国政协常委。
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名人工委主席、文化部艺术评论委员会主任。
先后出版了诗集、歌词集、论文集、书法集、绘画集、摄影集等著作八十余部。
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艺术成就奖、“中国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世界桂冠诗
人”等数十个奖项。
王青青，1978年生人。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和大众传媒硕士。
在美国inter Trend Communications Inc.工作五年，回国后就职于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培训中心，
现为高占祥文化工作室副主任。
参与创建北京大学中国图书馆学、编辑学发展基金，北京大学陈岱孙经济学基金，任常务理事。
曾与人编著《商战论》、《中国藏书楼》、《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成就事典》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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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道德的力量第一章　传统美德乃维国之力　第一节　仁者爱人是仁德　第二节　义薄云天是义德
　第三节　礼仪礼让是民德　第四节　智虑致明是慧德　第五节　诚信天下是大德第二章　修身正心
乃育才之力　第一节　修身要义是净化心灵　第二节　正心要诀是克己慎独　第三节　道德修炼是渐
人佳境　第四节　己行自尊是进步之母　第五节　文质彬彬是君子之风　第六节　品德清纯是育才之
宝第三章　广结善缘乃和谐之力　第一节　常怀善念乃道德之泉　第二节　与人为善乃道德之魂　第
三节　成人之美乃道德之心　第四节　天理良心乃道德之根　第五节　豁达大度乃道德之春　第六节
　合和之力乃道德之金第四章　激浊扬清乃拒腐之力　第一节　激浊要勇向腐朽宣战　第二节　扬清
要敢开风气之先　第三节　德法并举定走向清明第五章　职业道德乃兴业之力　第一节　忠于职守生
国力　第二节　商业道德重于山　第三节　医务道德大于天　第四节　教师道德如春雨　第五节　文
人道德胜于川第六章　官德垂范乃率民之力　第一节　官德垂范理为先　第二节　官德清正定江山　
第三节　廉洁奉公做清官第七章　公德必遵乃安民之力　第一节　家德是公德的基础　第二节　公德
是文明的标尺第八章　大志大勇乃成功之力　第一节　大志方能大得　⋯⋯第九章　道德崛起乃兴邦
之力第十章　人类道德乃共生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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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诚信天下是大德信是立身之本“信”是中华道德观念的重要范畴，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
“信”要求人们恪守做人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不欺，讲信用。
在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人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诚信者，天下
之结也”，把诚实不欺作为行礼必备的品德之一，将诚信视为恪守“忠”、“仁”、“义”等德行的
必要条件。
中华民族关于“信”的思想源远流长，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历朝历代，尽管政治观点各异，但在“信”这一道德观念上基本趋向一致。
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中就有关于“信”的记载，如“信用昭明于天下”。
大约从商末至春秋，“信”作为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开始出现在金文上。
孟子把“信”视为用以维系儒家“五伦”的基本伦理规范之一。
孑L子曾三次强调“主忠信”，认为“信”是成就君子的必要条件之一。
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孔子将取信于民作为政治最根本、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他的学生子夏也明确提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道德要求。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
总结，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道德体系。
其中的“五常”就是由孟子的“仁、义、礼、智”再加上“信”组成的。
大量关于“信”的实践，加上各学派理论上的阐发，使得“信”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太宗把诚信道德实施于治理国家。
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全面否定了三纲五常，唯一肯定了朋友之伦，而朋友之伦的中心就是“信”，
可见他对“信”这一道德规范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我在《新三字经》中写道：“信者诚，民所誉。
”人无信不立。
“信”是做人的根本和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为人之道、兴业之道、居官之道、治世之道。
只有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受到别人的信任、尊敬和赞誉。
“诚”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表现。
诚信是区分圣人、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
徐丽珍是温州市一家咖啡店的服务员。
2005年，她在收拾座台时发现了一个路易·威登的大皮包，立即上交给办公室。
按店里的规定，服务员捡到顾客的东西要交给办公室，并由大堂经理负责登记。
当大堂经理打开皮包登记时，眼前的一切把他们吓坏了：护照、身份证、120欧元现金、16.3万元的现
汇支票、十几个存折，其中一个存款余额写着1200万元⋯⋯咖啡店一边报警，让警方帮助寻找失主，
一边通过包内名片联系失主本人，最后终于将所有的财物“完璧归赵”。
巨款是一道考题，徐丽珍这个来自贫困农家的女儿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诠释着诚信的真谛，见证
了一个不染尘埃的灵魂。
爱只懂得一种道德，那就是信任。
人与人处得融洽，全靠信任。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信任别人，犹如需要空气和水。
美国哲学家和诗人爱默生说：“你信任人，人才对你忠实。
以伟人的风度待人，人才表现出伟人的风度。
”“信”规范着中华传统美德，让人们对明天继续充满信心。
立信才能立业我国的商业道德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积累的“以义取利”、“货真价实”、“秤平尺
足”、“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待人以诚、执事以信”、“诚招四海
客、誉从信中来”等诸多格言形成了中华民族经商伦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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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民
谚格言俯拾皆是。
从市井小民到文人仕族，强调诚信的理念已经为中华民族信奉了数千年。
“信义”、“诚信”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信用是一种道德指数，信用是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守信是一大笔收入，背信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
经济学中，一个无须争议的命题“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用制度规范的经济，同样也是一种用道德规范的经济。
“立信才能立业。
”纵观商海，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否恪守诚信。
诚信乃商道之本，无诚无信，商道难行；天道诚信，诚赢天下。
忠诚信义，真诚负责，是“信”的最终归结。
晋商视商誉为命根，坚持信用第一，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冒险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
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如祁县乔家包头复盛油坊，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
令另行换装，经济上虽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
咸丰年间复盛西面铺掌柜立帐把斗秤放大，比市上加一成，市民争相到该号购买。
具有300年历史的老字号同仁堂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遵循着一条代代相传的店规，“炮制虽繁必不敢
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他们始终坚持重质量、重服务、重信誉，在药料选用上十分讲究，“产非其地，采非其时”的药材坚
决不用。
在今天的同仁堂车间里，堆成小山似的各种药材都是经过一根根、一颗颗精心挑拣的。
如“远志”是一种以根入药的草本植物，用于安神。
而“远志的芯药性却属温热”，与安神功用正好相反。
国家的有关药典里并没有去芯的要求，但同仁堂为了保证最佳药效，要求给所有的“远志”去芯。
要知道，“远志”根如竹筷，而芯如牙签，同仁堂的工人仍然一根根地把芯剔除干净，以维护同仁堂
讲诚信的金字招牌。
同仁堂的美名传遍全世界，享誉五大洲。
诚信在欧美法律里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帝王原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就等于犯了弥天大罪。
市场经济中，骗了所有人的后果是被所有人骗，没有赢者可言。
“诚信决定存亡”，这是无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
2000年，南德集团的总裁牟其中因犯外汇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3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公司这个百年老店因“陈馅月饼”事件而破产，意大利的帕玛拉特公司因诚
信缺失而倒闭。
过去温州做生意曾因产品质量问题而“信誉”扫地，如今，他们要想再发展，就无可回避地遇到了信
誉上的困难。
相当一段时间，只要是温州的产品，即使获了奖，别人也不相信，左抽查，右抽查，总是不放心。
因此，如今的温州人强调树立质量意识和信用意识，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形象，建设“质量温州”、
“信用温州”。
诚信也表现在每个人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负责态度上。
经济发达国家的产品，无论是多么简单的东西，小到一根牙签，一根火柴，都是精益求精地生产出来
的。
而我国有些产品却得过且过，“糊弄洋鬼子”，凑合能用就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和别国的产品一比较，就发现自己的产品质量低劣
，竞争不过别人。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诚信经济，如果没有诚信意识和道德基础，法制约束与行政管理往往也无能
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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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信用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
价值，并能为企业带来长久的利益。
在中国加入wT0的今天，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企业信用机制的建设更是刻不容缓。
在国际市场中，我们必须遵循国际标准，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信用将成为一个企业最好的竞争
手段，不讲信用的企业必然寸步难行，甚至被淘汰出局。
信的价值永恒在《说文解字》中，“诚”与“信”两个字是互为解释的，可见二者密不可分。
只有对自己诚，才能对别人信。
内心之诚发于外便是信。
诚信不仅是人们立身、处世之本，也是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
如果把人生比作树，诚信就是赖以生存的根，滋润和升华着人生。
失去诚信这个根，人就无法立足，沦为没有灵魂的朽木。
人生在世，言行一致，鄙弃虚伪，实事求是，恪守信约，履行诺言，说到做到，言而有信，这是每个
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
民众的人格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国格。
上下五千年，在中国上至管束皇帝的“君无戏言”，下至约束草民的“言必信，行必果”等许多经典
格言代代流传下来，告诫我们要以诚信为本。
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伦理文化造就了众多人格高尚的优秀人物。
他们重气节和诚信，轻私利和生死。
如司马迁、班固不避灾祸，秉笔直书；包拯、岳飞、文天祥赤诚爱国，死而后已；林则徐、关天培抗
击侵略，义薄云天⋯⋯这种无私无畏、“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高尚人格，为时人、后人所景仰，他们
高风亮节光照日月，彪炳千秋！
与此相反，人们对那些不忠诚老实的人是鄙弃的。
《荀子·大略》中说：“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国妖”者形形色色：或投机钻营，或虚伪奸诈，或阴谋搞鬼，或卖国求荣，虽然得意一时，然而
天理昭彰，终究遭到人们的鄙视、唾弃乃至遗臭万年。
诚信这个概念，在语言学中虽然很简单，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却赋予了它无穷的内涵和外延。
东汉人范式年轻时远游京师，求学于国学堂。
做儒生时，与汝南人张劭成了朋友。
两人一起告别太学回家。
卒业临别时，范式约两年后的某月某日去汝南登堂拜见张劭母亲。
约定的日子到来时，张劭将此事告诉母亲，请求准备酒菜，等候范式。
母亲说：“分开两年了，千里以外说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相信呢？
”张劭答道：“巨卿（范式字）是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约。
”到了那一天范式果然来了，人堂拜饮，尽欢而别。
张母及乡人无不称范式为信士。
范式后来回到京师，在太学从师受教。
范式对朋友讲诚信，做人言行一致，可谓高风亮节。
后人筑鸡黍台，在张宅建二贤祠，改张庄为金乡铺，以示纪念。
恪守诺言是“信”的体现。
近代学者苏曼殊的绘画造诣很深，名扬中外。
苏曼殊与革命党人赵伯先交谊甚厚。
赵伯先曾请他作画，他答应后却因忙着去日本而无暇动笔。
不久，赵伯先因黄花岗起义失败悲愤而死。
苏曼殊闻讯异常悲痛，当即信守承诺画了《荒城饮马图》，托人带回国内焚化在赵伯先的墓前，以寄
哀思。
金有一分钢铁之杂，则不精；德有一毫虚伪之杂，则不纯矣。
一诺千金，就是把兑现一则诺言看得贵同千两黄金，决不因为受到挫折和困顿后言而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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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那么容易破裂？
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联盟那么容易解体？
因为不同的人的行为受不同的道德观的支配。
2005年中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办的“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抽样问卷调
查和网上调查中，“信”都被认为是当前最需要加以弘扬的传统美德，排在所有传统美德之首。
诚信于人，是为人的最基本的品德；诚信于社会，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诚信于国家，
是一项基本的政治道德。
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
早在西方文化经典《圣经》中，就有关于诚信的思想。
目前世界性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宗教本身包含着伦理道德思想。
其中的诚信伦理道德，有的是固有的，有的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后而发展的。
“信”是一种没有民族和国家界限的道德观念。
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才使得诚信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仍然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
“一两重的坦诚，胜过一吨重的聪明。
”“诚实贵于珠宝，守信乃人类之珍。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朴实，是一个人纯洁、纯朴的优良品德的表现。
在自我修养中，培养自己朴实的品格要做到“四忌”：一忌言过其实，二忌有名无实，三忌华而不实
，四忌虚假失实。
为人诚实的人，可以广交良师益友；敢于求实的人，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勤于务实的人，可以干一
番事业；作风朴实的人，可以得到人们的信任；思想充实的人，可以与时俱进，美梦成真，创造人生
的辉煌。
诚信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的道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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