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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结构感悟公德修养
陈从志

（河南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解读汉字，可从中体味社会成员在社会公德建设方面应有的素质、义务和责任，从而促进
人们强化社会公德修养的自觉性。如“理”字意为顺事物内部道理做事，要求社会成员要做到读书

明“理”、依“理”行事、据“理”力争，以促进社会和谐；“公”字有承认个体劳动之意，表明“私”乃

“公”之基础、“公”乃“私”之依托，界定了“公”与“私”的界限，要求社会成员秉“公”办事，以推进

政治文明；“欲”字喻示“我缺乏、我需要、我想要”的心理渴望，人合理的正常欲求可推动社会进步

因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合理的欲望是幸福的敌人应加以克制，如此方可真正保护社会平等；

“义”字寓意善良、吉祥，故社会成员应做到与人为善、与人为利、知恩图报、保护弱者、见义勇为、一

身正气，做勇担社会责任的仗义之人；“法”字意为“触不直者去之”，喻指维护社会公平，秉公明察，

惩恶扬善，疏而不漏、量罪用刑，社会成员要学法、守法、护法，以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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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
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用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

石，对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社会公德水

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社会风

气、社会凝聚力状况。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

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公德在维护公

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

出，从而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表征。中华民族体现在文字信息中的社会公德

观念，不仅在实践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而且在认识上为人类社会公德建设奠定了坚实

基础。本文拟通过解读汉字来理解社会主义公德建

设的内涵和意义，探讨社会成员在社会公德方面应

有的素质、义务和责任，从而强化社会公德修养的自

觉性，全面提升社会公德水平。

　　一、依“理”行事，促进社会和谐

“理”与社会和谐有着太多的相关性。比如“宁

与明理人吵架，不与糊涂人说话”、“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等，此言“理”关乎人与人之和谐；再如“摆事

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等，说明“理”关乎人与事

之和谐；又如“蛮不讲理”、“伤天害理”等，此言

“理”关乎人与社会之和谐。由此看来，要将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推向深入，就不能不认知

“理”，领会“理”，进而依“理”行事。

“理”从玉、从里，里亦声。玉的甲骨文写作

“”、小篆写作“”，是一串玉的象形。“玉”字始于

中国商代甲骨文，由它组成的字很多，常见的有

“珍”、“珠”、“玛瑙”等。“玉”本身是一种石头，因

其质细而坚硬，有光泽，略透明，可雕琢成工艺品，故

而备受珍重，成为有身份者的佩戴之物。所以经隶

变楷化写作“玉”，意即“进驻王者腰部”。然而，“玉

不琢，不成器”，由于玉石珍贵，玉器高贵，所以对雕

琢的工艺要求甚高。再看“里”，为田、为土，表示土

地，指“里边”、“内部”。“玉”和“里”联合起来表示

“玉石内部的纹路”，引申为：顺着玉石内部的纹路

切割玉石；再引申为：顺着事物的内部道理做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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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为。《说文解字》曰，“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

剖析之”。一块玉璞，有它的外部形状，也有它的内

部纹理，要根据它的纹理加以雕刻，才能成为栩栩如

生、富有灵性的珍贵之物，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再

如，一棵树上的表面花纹，是由其内部的年轮所决定

的。所以说，大千世界，气象万千，变化无穷，但无论

怎样变化，它都是据理而变的，理始终是主宰者。所

谓“主宰者理，明理者象”。

“理”由俗语上升为哲学概念始于战国时期。

《管子·四时篇》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孟子以人

心所具有的道德为理，韩非提出理是事物的运行规

律，《吕氏春秋》把理视为判断是非的根据。魏晋兴

“辨名析理”之风，王弼认为理是事物的规律，郭象则

认为理是必然性，即自然之理。北宋以后，理成为程

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他们认为理是“形而上者”，

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万事

万物都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

“理者气之理”，认为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

也”。他所说的理，一指自然规律，二指道德准则。

在现实生活中，“理”普遍存在，并无时不在发挥

作用，顺“理”行事，依“理”而作，就会家庭和睦，亲朋

和气，人们必亲之、近之、交往之、认同之，乃至众人相

助，左右逢源，所谓“有理走遍天下”。然而总有一些

自我意识强、自制力不够的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要么

“说理不走理”，要么干脆“蛮不讲理”，甚至“蛮横无

理”，给社会留下不和谐的音符、不合理的阴影。这些

人可能逞一时之能，得一时之意，终将被人们所不齿，

得到应有的惩罚，正所谓“无理寸步难行”。“力凭理

壮，理凭力伸，无理之力必折，无力之理不伸。固有理

而无力不能使人听，有力无理不能使人从，为人为政

均须理力兼备”等训教，极富哲理。

解读“理”字，我们深深感知到：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

围绕“理”字做好三个层面的工作：一要读书明

“理”。“理”是客观存在的真理，但它存在于社会或

事物的内部，我们只有通过学习和探究才能明

“理”，讲“理”，传播“理”，光大“理”，用以武装自

己，影响他人，推进文明。二要依“理”行事。“理”

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内在规律，违背了它就会受到惩

罚，“文明礼貌”是人际交往之“理”，“保护环境”是

人与自然之“理”，因而被写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用以规范国人行为，我们理应遵循之，譬如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遵循经济规律更要遵循生

态规律，不仅要“金山银山”，而且要“清水绿山”。

三要据“理”力争。社会纷纭，不讲“理”、不走“理”

的现象在所难免，若任其滋生蔓延，势必影响和谐，

这就需要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依“理”直言，据

“理”力争，教“理”亏者让路，让非“理”者止步，共

同努力消除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不和谐的

阴影，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二、秉“公”处事，推进政治文明

每个社会成员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大至

天下、国家，集体、单位，小至家庭、个人，与天下、国家

乃至集体相关的就是一个“公”字，即“天下为公”；与

家庭、个人对应的便是一个“私”字，即“家私”。因

此，想问题，办事情，难免会纠结于“公”、“私”之间，

问题也往往出在这里。因此“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

可不审”。毛泽东曾深有感慨地断言，一切社会问题

的根源归结于一个“私”字，提出要“斗私立公”。中

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进一步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和完善的新的历

史阶段，继续将“立党为公”的原则贯彻好、落实好，有

必要再对“公”进行深层的认知。

祖先造字，用“八”、“厶”组合为“公”（小篆写

作“ ”），意义深远。

其一，标志着对个体“劳动”的承认。甲骨文的

“厶”写作“ ”，是象形字，乃是猎捕禽兽所用绳套

的象形白描，源自上古时代先民的狩猎活动。猎人

将“绳套”设置后便会离开，当绳套套住动物后，其

所属权当归属布置绳套的氏族或个人，其他人则必

须认可这种“领属”权利。由此，引申出“归属”的意

义，即“厶”。当华夏民族步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在

“绳套”的旁边增添表示庄稼的“禾”，以此明确“谁

种归谁”的“私属”之义。“私”（小篆写作“ ”）的

字形演变标志着华夏民族从狩猎经济迈入农耕经济

时代，体现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道德诉求，包含了

对“劳动”的承认、肯定和保护，标志着一种秩序的

建立，体现了远古时代朴素的政治文明。

其二，揭示了“私”乃“公”的基础。“公”的上

部为“八”，有两层意思：一是八卦，分别代表八方；

二是“十之有八”，表示百分之八十，意为绝大多数。

“八”下面是“厶”，说明公是许多私的整合，整体的

公是由个体的私组成的，包括了许多私的因素。不

代表私的利益的抽象的公是不存在的，公与私的关

系，只存在轻与重、先与后，不存在有与无的关系问

题；把公与私的矛盾夸大为有与无的矛盾，无视私利

的存在，是一种偏激的倾向。毛泽东曾指出：领导者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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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就是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意

志。我们党一贯坚持“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就是

要通过“民主”充分表达个体的诉求，通过“集中”归

纳梳理绝大多数的一致要求，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

决策，最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三，说明了“公”为“私”的依托。公与私的关

系是相互依存的，公能代表私，可私却不能代表公，

因为“厶”在“八”之下，处于从属地位。不关照私利

的公，是假公济私；不恭戴公利的私是私心太重。是

故，“公”音通“共”（小篆写作“”），对“公”当“恭”

（小篆写作“ ”）。“公”与“共”相通，“共”是共同

的思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福利、公共的设施、公共

的道德、公共的准则等，这些都事关每个社会成员的

利益，应处于受到恭敬的地位。［１］早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爱护公共财产”就成为国民公德的基本要求

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是明文规定，“社

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近年来，中央

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

爱公护公决策。

其四，界定了“公”与“私”的界限。“公”字的

结构告诉我们，一己之念、一己之利为私，百分之八

十的意见和利益的集合即公。这个界定应该是比较

精确的，足见古人的智慧。譬如开会做决定，个人意

见是“私”，当其与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时，便发生质

变成为了“公”；否则，只能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

“假公济私”、“公私不分”都是不应该的，所谓“私账

混入公账，谓之混账”的定义，更强调了公私分明的

重要性。我们当今选用干部的“票决制”、各种代表

会议的“表决制”等，都是对“公”字内涵的充分印

证。我们提倡“秉公办事”、“立党为公”，就是要站

在绝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

事情，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因将“公”绝对化，

忽略了“私”的存在，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

性，一度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改革开放以来，

许多人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陷入“私”的误区，私欲

膨胀，“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的丑剧接连上演，一

部分人因此从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沦为人民

群众的罪人，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令人触目惊心。

因此，在经济成分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

发展的新时期，深入解读“公”字，理解“公”字，用好

“公”字，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都有积

极作用。

　　三、克制“欲”望，保护社会平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是“和谐”。

“和”者，口中有粮；“谐”者，皆有发言权。和谐，意

即丰衣足食，人人平等，也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皆备也。然而，近年来，经济发

展了、社会进步了，却还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足、不畅

快、不幸福。为什么？不全是因为缺钱，多是被各种

无休止的欲望所折磨。调查表明，不与别人比高低

所带来的幸福是高收入所带来的幸福的５倍。由此
看来，不合理的欲望是幸福的敌人，应该加以克制。

克制欲望历来备受人们的重视，甚至采取了过激的

做法，诸如“存天理，灭人欲”等，由此造成了人性的

扭曲，引发了社会矛盾。其实，真正该灭的不是

“欲”，而是不合理的欲望，即恶欲，我们通过解读

“欲”字便知一二。

欲字（ ）从“谷”从“欠”。“欠”是象形字，甲

骨文写作“”，像人打呵欠的样子。《说文解字》释

为“欠，张口气悟也”，意为张口打呵欠，表示精力不

足，是身体缺乏某种东西的表现，由此引申出欠缺、

短少之意。“谷”的甲骨文和金文都写作“ ”，是指

从口里吃进、又从身体排出来的带壳种籽，后用来指

代粮食。《说文解字》将“谷”释为“泉出通川为

谷”，可能意指“两山之间的狭长水道”与人体的排

泄机能相仿。“谷”、“欠”合意，表示流露出“我缺

乏、我需要、我想要”的心理渴望。从中不难看出：

其一，合理之“欲”是人的正常需要，可推动社

会进步，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古话说“国以民为

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统称五谷，人如果欠了

“谷”，没饭吃，缺乏营养，便有想吃的渴望；如果腹

中“空空如也”而没有想吃的欲望，肯定是消化系统

出了毛病，长此下去，生命必将终止。中国古代遭遇

饥荒，有易子而食的现象，足见吃之“欲”得不到满

足的严重性。当然，古人造“欲”字，是要借用“欠”、

“谷”来说明“我缺乏、我需要、我想要”的心理状态，

带有普遍意义，如求知欲、表现欲、权欲、性欲、物欲

等，也正是这些“欲”的存在和不断得到满足，才促

进了生命的延续、社会的发展。孔子曰：“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荀子说：“人

生而有欲。”（《荀子·礼论》）从一定意义上讲，

“欲”是生命的动力，贯穿于人的一生。人的合理之

“欲”是无可非议且应该满足的。如果一味地“谈欲

色变”从而遏制“欲”、禁止“欲”，不仅是不人道的，

而且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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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欲望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应当予

以保护。“欲”是因需要而产生的心理渴望，正是这

种渴望激发人们做出相应的行动。在没有车的时

代，人们欲求有一种代步的工具，之后便出现了马

车、自行车、汽车；在没有水的地方，人们欲求水的充

足，于是便开始贮存雨水、挖井取水、开河引水……

物欲的驱动，推进了生产的发展；对财富增长和自我

实现的需求，推动了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如此等

等。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充分

关注人的欲求，并将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

全需要、尊重需要、归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５个层
次，意在告诉管理者，应通过不断满足人的合理欲望

来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创造力。

其二，不合理的欲望是幸福的敌人，应当加以克

制。“欲”本身是因缺乏而需要的心理渴望，而现实

中也存在非需要的渴望和占有，即不合理的欲望，如

贪得无厌等就远远超出了合理欲求的范围。［２］在现

实社会中，有些人凭借自身的身份地位或财富破坏

别人的家庭，把自己的欲望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也有人为金钱所惑，投机行骗、巧取豪夺，甚至谋财

害命，把自己的物欲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之上。这些

行为直接危害社会平等、引发社会矛盾。可见，如果

对不合理的欲望不加以有效克制，“欲”中之“谷”就

会变成山谷，而山谷是填不满的，所谓“欲壑难填”

者是也。胡长清、成克杰等人，哪个不是因权欲、物

欲、色欲无限膨胀，而最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的？如果我们在各种诱惑面前能够有所节制和约

束，把欲望约束在良知、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那就会免除许多烦恼，生活就会充满快乐，人生境界

就能得到拓展和升华。

人类总是在理智与欲望的相互推动、相互制约

下思变前进的。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公民，应通过提

高自身修养，理智地、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精力用到为国家、为人民

多做贡献上，为营造平等、仁爱、和谐、有序的社会环

境做出努力，绝不能将自己欲望的满足建立在他人

的痛苦之上，从而成为诱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四、仗“义”而为，担当社会责任

仗“义”而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

传统的“忠孝节义”道德规范中，“忠”是臣对君的道

德规范，“孝”是子对父的伦理规范，“节”是妻对夫

的伦理义务，只有“义”是公平对等的同辈朋友之间

的行为规范。［２］在现实社会中，作为普通的社会成

员，如何将仗“义”落实到行动上，担当起社会责任？

我们从“义”字结构中可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仗“义”需与人为善。义的繁体写作

“义”，小篆写作“ ”，是一个“我”字，头上举着一个

“羊”字。羊在远古的游牧时代与牛马豕犬一样是

人类最早豢养的家畜之一，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古代祭礼中多作为贡奉祭品，所以被视为善良吉

祥的象征，故善、祥等字皆从羊。“义”者，“我”高举

“善”的象征，表明“义”的行为是与人为善。

其二，仗“义”应利于他人。羊作为草食动物，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其肉味美且富于营养，其毛

皮可御寒保暖，求诸人的很少，奉献给人的很多，故

羊被赋予“利”的象征。“义”者，“我”高举“利”的

象征，申明“义”的结果是给人利益。

其三，仗“义”要知恩图报。羊“乳必跪而受

之”，被视作感恩的象征。“义”者，“我”高举“感

恩”的象征，知恩图报。

其四，仗“义”要保护弱者。“羔取其挚（嘴里的

食物和玩物）之不鸣”，“杀之不号”，是弱者的象征。

“义”者，“我”高举“弱者”的象征，说明“义”要保护

弱者。

其五，仗“义”应见义勇为。羊家族里有一种盘

曲大角的公羊，常常为捍卫领导权和交配优先权而

殊死相癥，寓意勇敢的精神；“我”是古代一种长柄

的兵器，形制美观，但不适宜搏斗、讨伐敌对者，常作

为军队的标志。因此，“义”合二者之义，指合乎情

理与正义而师出有名”的征伐和公正合宜的言行。

其六，仗“义”需一身正气。羊“群而不党”，表

明仗“义”就是讲团结而不结党营私，讲正气、讲原

则，而不是无原则地施人以善、给人以利。

综上观之，仗“义”，是讲真诚、肝胆相照，是见

义勇为、嫉恶如仇、一身正气，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执中归一的高度文明准则。新时代的公民要仗义而

为，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匡正祛邪，扶困济难，关注和

支持社会公益，献爱心、行善举，关注、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让遇难者摆脱困境，让不幸者转危为安，

使社会成为祥和的、温馨的、美好的和谐家园。

　　五、遵守“法”纪，维护公共秩序

自然规律维持着自然界的有序运转。如果没有

这种规律性，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疯狂混乱的世界。

如同自然界一样，秩序在人类生活中也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新月异，全民素质逐步提高。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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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事情依然时有发生，给

有序的社会带来了些许混乱的阴影。所以，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来共同

营造祥和、温馨、有序的社会秩序。

《慎子》曰：“治国无其法则乱。”“法”字古体写

作“
"

”。《说文解字》云：“
"

，刑也，平之如水，从

水；蝄，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蝄”、“水”、

“去”组合，就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公平”、“正

义”、“能动”的基本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所谓

“刑”，就是刑律、法令，即由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的强

制性标准，以便对人们的行为作强制性匡正。［３］简

化规范的楷体之“法”，从水从去，更简洁明了地道

出了“法”的内涵。

其一，“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水”往低处

流，这是客观规律，说明“法”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和

衡量是非对错的标杆。在先人的心目中，平者莫如

水，“水平”、“平静如水”、“一碗水端平”……凡此

种种，既是以水喻世，又是借水发挥，就是以水“平”

的特征来象征“法”的公平性，喻示执法者在析疑断

狱时要公平如水，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二，“法”是需要秉公明察的。“蝄”是传说中

古代的一种独角兽，又叫獬豸。这是一种似羊非羊、

似鹿非鹿的异兽，头上长着一只角，毛色发青，它生

性正直，能辨是非，可用它进行“神明裁判”，有双方

争执不下的案件，只要把蝄牵上来，它就会用它的那

只独角去顶有过错的人。先人之所以要赋予其析疑

断狱神化般的传说，一是为了借助神兽公正无私的

品性来表达裁判活动的正当性，二是为了借助神兽

明辨是非的智慧来说明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这也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同并坚持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

确相统一的司法标准。因此，“蝄”也就被视为法律

的象征。在古装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头戴一只

角的“法冠”帽、身穿前胸绣着蝄形象的“补子”官服

的官员审案，其用意就是要借助“蝄”的形象来彰显

司法活动的公正无私和明察秋毫。

其三，“法”是用以惩恶扬善的。“
"

”的最后一

部分是“去”———“所以触不直者去之”，“去”在这

里是动词，即除去、除掉的意思。“去”什么？“去”

邪恶。蝄的造型往往是怒目圆睁，它大大的眼睛用

来明辨是非、发现邪恶，然后主动出击，将不直之人

和事除掉。如何“去”？用善良和智慧。古人赋予

了水以“善良”、“智慧”等含义，如《老子》说“上善

若水”，《论语》说“智者乐水”等，喻示着执法者要有

善良、怜悯之心，要善于用智慧来明辨是非、析疑断

狱。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隐含的一个基本价

值取向就是惩恶扬善，要求司法者如蝄一样爱憎分

明，疾恶如仇，以使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受到惩处，真

善美得到颂扬，假恶丑受到鞭笞。

其四，“法”是疏而不漏、量罪用刑的。俗话说：

“水火无情”。“法”字，用水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这个道理来说明法的无情，“犯法遭罚”是任何

人也逃不脱的规律。“法”音通惩罚之“罚”。“罚”

字上部是“网”字，喻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

果做了“非”法之事，天“网”罩下来，就是一个“罪”

字。“罚”字的下部从“言”从“刀”，从“言”，就是受

到法律的审判和追究；从“刀”，就是量罪用刑。

“刑”字从“开”从“刀”，意为开刀行刑。这些向世

人昭示“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是不容侵犯和铁面

无私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以法律作为调节

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基本准绳和道德底线。从根

本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律在促进、实现、保障社

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就必须包括弘扬法

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道德氛围，使守法成

为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新

时期，每位社会公民都应充分认识依法治国的重要

意义，用行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一要学法。

要充分认识“法”的意义和作用，知法懂法，增强遵

法的自觉性，不是把守法看做是在法律强制性下的

屈从、盲从或胁迫，而是以行为人内在的、主动的、明

确的正义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自觉服从。二要守法。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更是法制经济，任何人都必须

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要护法。法治社会需要法治的意识和氛围，“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与己无关”则听之任之，明哲

保身等现象，只能导致邪气上升、正义难伸。因此，

每位公民都应拿起“法”的武器，敢于扶正祛邪，同

一切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从而共同维护法律尊严，

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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