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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新风——如何理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评述：2006年3月4

日，胡锦涛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

进联组会委员时精辟地阐述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一时间，“八荣八耻”不胫而走、广为传

播，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区

到草原，从车间到矿井，从军营到校园⋯⋯人们在认真地学

习“八荣八耻”，热烈地讨论“八荣八耻”，自觉树立社会

主义荣辱观，积极推动着社会风气的不断好转。 一、“八荣

八耻”的内容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

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

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

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

逸为耻。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

统总结，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

针。 二、怎样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 荣辱观，是

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

风气的重要基础。一个人只有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

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荣辱观。比如，在奴隶

社会，奴隶主以出身的贵贱、特权的大小和占有奴隶的多少

为荣辱标准；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更是把特权和等级作为

划分荣誉高低的标志。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每个社会集

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树立荣辱观

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对社

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评价，告诉人们什么

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以何为荣、以何为耻，从而起着

引领社会风尚、提高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系

统阐述。它概括精辟、内涵深刻，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

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人们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

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八荣八耻”涵盖了个人、

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等方方

面面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依

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对当前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自觉弘扬。中华民族是富于道德追求的民族，

对荣辱问题历来给予高度关注。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

德学说，到孟子“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的论述，以及荀子

的《荣辱》篇，等等，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

了关于荣辱问题的丰富思考，铸就了明荣辱、知礼义、尊德

性等宝贵的民族性格。“八荣八耻”继承、发扬了中华传统

荣辱观的优秀成分和传统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



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我们党优秀

革命道德传统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发展。我们党

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之荣、雪洗中华民族之辱

为己任，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为人民服

务、艰苦奋斗等宝贵的革命道德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从对“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道德规范的倡导，到

“学习雷锋”活动的广泛展开；从“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号

召，到“四有”新人的提出；从公民“二十字”基本道德规

范（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的践行，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部署⋯⋯无不记述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实践

历程。“八荣八耻”在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和思想的同时，又

立足于实践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提炼。 社会主义荣辱

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时代精

神，是现时代文明的精神成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

带领人民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奋力拼搏，铸就了带有我们时代烙印的优秀精神品质，

培育和形成了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锐意改革、致力发展，

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等时代新风。“八荣八耻”充分吸收了

时代精神的内涵，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 因此说，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吸收、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历史上各种荣辱思想的精华，有着

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三、怎样理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现实意义

？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发展以人为本，立德以人为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

为本，而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主体的人，应该是具有高尚的精

神境界和道德情操的人，是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的人。以人为本与以德立人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落实科

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思想道德建

设；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情操，又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和谐

社会确立了一个共同遵守的价值尺度。一个社会是否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共同

遵循的道德规范。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没有共同的理想信

念，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共同

的价值尺度，引导和帮助人们自我约束、提升境界、宽容谅

解，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可以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迫切要求

。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

和价值取向产生着深刻影响。总的看，热爱祖国、积极向上

、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当代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同

时也要看到，社会上也确实有些人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

辨善恶、不分美丑，把腐朽当神奇，把庸俗当高尚把谬误当

真理，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格格不入，与文明社会风气极不

协调。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

源上来说，缺乏正确荣辱观的引导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八荣八耻”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



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

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因此，树立以“八荣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 可

以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体现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以人

为本、科学发展的道德基石，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

坚强纽带，是当前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

广泛认同和衷心拥护。 四、如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 首先要大力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正确价值观的确立良好

社会风尚的形成离不开舆论力量的倡导和推动。要以践行社

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主题，以促进社会风气

改善为目的，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

文明风尚。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独特优势运用多种形式大力

宣传“八荣八耻”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宣传社会主义荣辱

观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宣传广大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荣

辱观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使“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家喻

户晓、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 官气正则民风清。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领导干部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领

导就是领路引导，干部就是先行一步。领导干部的行为及其

体现出来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一

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对社会道德

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以“八荣八

耻”为镜子，日日照、时时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常

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扬荣抑耻

的积极实践者，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为群众作出榜

样。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重点是青少年。要坚持以



学校为主阵地，把荣辱观教育纳入学校德育工作的全过程渗

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把“八荣八耻”的基

本要求体现到大中小学的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之中

。根据青少年的认知水平、行为能力和心理特点科学规划教

育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把树

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 古人

说，“知之惟艰，行之更艰”。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要“真知”，更要“真行”，特别是要用制度来约束和规

范人们的行为。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贯穿到各项制度

的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渗透到社会管理之中。广泛发动群

众对照“八荣八耻”，修订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业

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让人们在参与中受到教育

、得到提高。重视发挥法律法规对道德建设的保障作用，依

法惩治那些败坏道德的不法行为，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社

会道德生活。 “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只要我们

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明荣辱之分

、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能汇

集起知荣辱、树新风的强大力量，一个更加风清气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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