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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

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其重要性正如习近平同志

所强调的那样：“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

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

要的规矩。”如果法律是国家从外在角度给每一个公民

立规矩，用强制手段使人们守规矩，那么如何使每个

人从内心树立起善恶、美丑的观念，无论是否有外在

强制力量，皆能自觉守规矩，全社会形成以作恶为羞

耻的道德风气与氛围，则是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内在

动力。反之，没有内在的价值支撑与道德约束作为基

础，外在的法律条文将或者失于繁缛严苛，或者流于

空谈浮泛。因此，对于党和国家在现阶段所实施与布

局的依法治国之“法”，如果能够从法律与礼法两个维

度去理解和考量，则能够更加深刻与全面地理解习近

平同志与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完整布局。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中可以

看到一刚一柔两条线索的对应关系。刚的一条，是外

在的反腐、健全法制、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制度

建设，即“法律”之“法”的建设；而柔的一条，则

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体制改革、精神文

明、教育改革、媒体宣传等“礼法”之“法”的建

设。在当前阶段，“法律”之“法”和制度建设，是治

病之急所，而“礼法”之“法”和文化建设，则是固

本培元的基础。前者是救命之根本，而后者是调养之

辅助。人们往往会把两者分别放在政治与文化的不同

领域中加以理解，却很少考虑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相辅

相成的作用。关于这点，中西古代的圣贤哲人都曾经

对法律与礼法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论述。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对话录《理想国》

中，苏格拉底论述了如果人民没有良好的道德，未形

成好的规矩习惯，那么无论立下多少法律都无济于

事。“他们象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不停地制订和修改法

律，总希望找到一个办法来杜绝商业上的以及我刚才

所说的那些其他方面的弊端，他们不明白，他们这样

做其实等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1]九头蛇是希腊神话

中的一种怪蛇，只要砍掉其一个头就会生出两个头。

依法治国之“法”
——谈习近平治国理政思路中法律与礼法的双重维度

■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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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话语的历史局限性、地域局限性和分析层次局限

性的新的意义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

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

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

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

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在我们看来，所谓

中国道路的文化表达，其所指向和呈现的，正是这

“广袤土地”“文化养分”和“磅礴之力”，也是这“无

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无比强大

的前进定力”。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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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揭示出单纯依靠外在法律约束人们行为的困境，

因为任何法律都会有漏洞和欠缺，一旦人们学会了钻

这些空子和漏洞，国家又会被迫立更多的法律来进行

弥补。这种繁琐而无穷无尽的立法显然不是执政者所

追求的结果。

既然法律条文不是立法者要抓的根本问题，那么

什么是根本问题呢？或者说，真正的立法者应当立何

种法呢？希腊文中关于“法”的双重涵义可以给人以

启示。希腊文之“法”是nomos，包涵两种意思，一

是“法律”，即法律条文；二是“习俗”，包括道德、

礼乐等。因此，如果苏格拉底认为立法者不应把精力

花在立“法律”之“法”上面，那么，自然应该看重

的是立“礼法”之“法”。在苏格拉底通过言辞所建立

起来的理想城邦中，作为立法者，他首先立下的是关

于诗乐的法律，即允许什么样的诗人待在城邦里，以

保证城邦的孩子们从小可以听到什么样的诗乐。这些

诗乐以打动心灵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事情是对

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的及丑的，并形成相关的

品味，这样当孩子逐渐长大，由品味而成习惯，由习

惯而成天性，由天性而成性格，从而不知不觉建立起

道德标准。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丑恶与不道

德之事本能地予以排斥，不但自己耻于做此类事情，

对于他人的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也会感到厌恶，必阻

止而后快，这难道不是已经在人的内心建立起强大的

约束与规矩了吗？

真正的立法者不仅看重立礼乐之法，更看重守护

这样的法不要轻易改变。移风易俗始于礼乐，无论迁

善还是堕落皆如此。比如，老百姓喜欢唱什么歌似乎

是个小事，但“音乐的任何翻新对整个国家是充满危

险的，应该预先防止。因为，若非国家根本大法有所

变动，音乐风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我们

的护卫者看来就必须在这里——在音乐里——布防设

哨。……它（新的音乐）一点点地渗透，悄悄地流入

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渐大的力量由此流入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再由人与人的关系肆无忌惮地流向法律和

政治制度，……它终于破坏了公私方面的一切”[2]。礼

乐之法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力如此之强而又产生于无

形，故孔子面对社会秩序混乱坍塌，要做的首要之事

即删订《诗》与恢复周礼，立礼乐之法，在这件事情

上，中西圣贤是一致的。虽然现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

情况和境遇与古代相比要复杂得多，也更加依赖于严

整周密的法律体系框架，但法律与礼法相辅相成，刚

柔并济、远近并举的思路与理念对今天更加深刻和圆

融地理解依法治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那么，在习近平同志的文化建设思想中，其核心

在于在当前的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应该将

人心安顿和聚集到何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观

上来，即中国的文明特质是什么，应该往何处去。“核

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

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乃至于成

为区分不同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根本

标准，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

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从2012年底至今，习近平同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题的讲话有十次之多，在其他讲话中提到核

心价值观以及与道德建设相关的讲话更多。这些讲话

与部署都是在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礼

乐”之法，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所在。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非一天形成，它必然扎根

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之中，从中获得生命与养分。对此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学习历史、尊重传

统，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是根本，“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抛弃传统，

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就讲清

楚了“礼法”的来源与根基来自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

从当前所提炼出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看，包涵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但扎

根与落实的基础仍然在个人。因为只有个人成为有德

性、知荣辱、守礼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层面的价值

秩序才能建立起来。而个人价值观的培育与落地，大

抵可以经过三条途径来完成：一是教育体制与机构；

二是文艺作品；三是现代传媒，三者共同作用，最终

做到使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在教育方面，习近平同志专门谈到语文课本不能

“去中国化”，以至于教育改革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比如加大语文考分比重，加大古典诗词和经典分量与

文言文学习等，都是从儿童、从读书中将德性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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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不

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

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

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

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切中了

当前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精神价值滑坡的痛点，也极

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家庭伦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中应有地位的期盼。在笔者看来，弘扬优秀的传

统文化，促进今日的家庭教育，需要直面“数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在“家”的问题上所造成的古今之别，

尤其需要贯穿和弘扬家庭在古今时代都共同具备的美

德和价值，从学理上为家正名。

一百多年来，家庭在中国发生的显著变化，几乎

家庭建设需要为家正名

■张宏明

【关键词】家庭建设 家庭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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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进行扎根教育。除了学校教育，人们价值观形成的

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文艺作品。对此，习近平同志

专门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迷失方向”，“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

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以及“通过更多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

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等。皆是希望扭转文艺受商业影响，未能引领人

们精神向上，培育良好价值观，反而诱人堕落的趋

势。因为文艺的影响虽然隐而不显，天长日久却力量

强大，足以动摇人心之根基。除此之外，现代社会影

响人们观念于无形的另一途径就是电视、报刊、网络

等现代传播媒介，甚至其影响力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

学校教育与书籍。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创新改

进网络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

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

2014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推出

的“家风家训”系列节目就在全国范围引起广泛反响

和讨论，很多观众都说看完节目开始反思和总结，自

己的家风是什么，有什么好的品德与经验可以总结出

来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如果学校教育、文艺作品和

现代媒体能够形成合力，以不同方式活泼泼地、潜移

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就能逐渐在人心中扎下根来，具有生命力。

当良好的价值观内化于人们的观念、行为，人成

为自律、节制与理性的人，人们的心灵中便形成了和

谐与美好的秩序。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相观而

善，社会风气就能得以扭转，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就

能真正形成，法治的运行也就有了切实的基础。政治

的灵魂与核心在于以文化人，在于移风易俗。从十八

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思路看来，党走的是一条法律之

“法”与礼乐之“法”并举的立法之路，这对未来中国

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人心教化必将产生深刻而久

远的影响。

注释

[1][2]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文化学教研室主

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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