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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好人”现象的价值追寻

董 雷

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

凝聚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也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

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如果依据社会和个体的关系，我们可以将道德

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内化了的个体，他

们的思想行为和事迹承载着一定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体现

着一定社会所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扬州就有这样一

群道德模范，他们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仁爱之心、忠信之心、公德之心、感恩之心”的普通人，他们让“道

德”一词变得真实可感，当他们被冠以“扬州好人”称呼时，已不仅

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者、传承

者，是人们道德行为的指引者、激励者。在推荐、宣传、学习、争做

“扬州好人”的基础上，追寻“扬州好人”现象的价值，积极构建与文

明城市创建相适应、与社会的整体文明进步相一致的个体道德，必

能给扬州公民道德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创新扬州、精

致扬州、幸福扬州”建设的全面发展。

一、理论意义：人人要成为“扬州好人”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怎样，一个群体的道德状况如何，并不在

于它有多少道德规范和文明律令，而在于这个社会或群体中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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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化以及践行这些道德规范和文明律令的广度和深度。创建文

明城市其本质是塑造文明的市民，是以人人讲道德，具有良好的道

德品质为前提的。如果说道德文明是抽象的，那么一个个“扬州好

人”就是道德文明的具象。因此应从根本入手，注重个体道德构建，

人人都要成为“扬州好人”，成为文明城市的文明因子。这是因为：

（一）个体道德构建是社会道德转化为现实道德的基础。社会

道德的生命力取决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和由此构成的整体

综合效应。社会道德如果不能转化为个体道德，不能内化为个体自

觉、自愿的行动，那么最终只会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

（二）个体道德构建是各个层面道德建设的综合基础。社会个

体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必然是各个层面道德的综合体。每个个

体只有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内化为自我认同的道德

标准，从而积淀为个体的道德品质，才能推己及人，才能由己及家

庭、集体和社会，个体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伦理行为才会都符

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客观要求，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必将起到不

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三）个体道德的构建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和影响力。生活

在社会中的个人总是不断地通过自我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人及群体

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感染。文明、健康和完善的个体道德，往往

会起到相互感染、竞相仿效、由一到十、由点到面的作用。

二、实践内涵：人人能成为“扬州好人”

成为“扬州好人”并非高不可攀。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普通而平

凡的人，他们事迹中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只是用自己朴

实无华的行为一次次践行着文明的善举，展现了一个道德个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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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具有的道义和心灵互助，以此向人们昭示道德的庄严，传递道

德的力量，也为个体道德构建注入实践内涵。

（一）“扬州好人”的崇高精神为个体道德构建找准了道德价值

坐标。个体道德构建的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即个体接受“什么是

道德”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关系的变革，社会结

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整个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态势，

以前超高标准的旧式道德规范体系已暴露出它非理性定位的弊

端。面对多元价值不可避免的冲撞，个体无所适从成了个体道德构

建的最大障碍。普通人干着平凡事的“扬州好人”身上所体现的崇

高精神为当下个体道德构建找准了道德价值坐标。他们坚持从点

滴做起，或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或敬业奉献、或诚实守信、或孝

老爱亲，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以最易理解、最为平凡的方式告诉人

们什么是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是正当的道德行为，什么是社会所

不容许的非道德行为，生动体现了百姓认同、社会崇尚、时代呼唤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促使个体在与其对照、比较中，把内心

潜伏着的几种价值选择可能变得清晰可见。

（二）“扬州好人”的官民互动为个体道德构建提供了道德情感

体验。个体道德构建的第二个层面是“认识”，是个体对道德“认知”

层面上“道德知识”所产生的爱慕、憎恨、信任、同情等情绪态度，它

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内驱力。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不仅是‘知

之’，而且是‘乐之’、‘好之’。如果只是知之，却在情感喜好上并不

趋之，就不能说美德已经形成。”一个个“扬州好人”一次次被发现、

一批批走进众人视域中，其精神又一次次被传递，一次次被学习，

其队伍一次次被壮大，这是扬州文明城市创建中政府推动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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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二者良性互动的结果。这一过程只有组织发动，没有组织指

定，只要广大群众认可，不论年龄、民族、性别、职业都可以成为大

众心目中的草根道德模范，这是广大群众在道德认知与反思基础

上对“扬州好人”崇高品质在情感上的认同，也就是个体道德构建

中不可或缺的道德情感体验环节。

（三）“扬州好人”的原生态性为个体道德构建树立了社会道德

标杆。个体道德构建的第三个层面是“践行”，是个体对道德认同、

内化后形成道德行为的过程。心理学家韦恩·卡肖认为：“许多东西

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观察他人学到的，别人的行为产生了理想的结

果时，我们便会去效仿他们，模范的行为常常充当一种引导正确行

为的诱因。”“扬州好人”之所以“能够学”，是因为他们最贴切生活、

最真实、最接近原型，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没有任何包装痕迹的

原生态，他们的伟大来源于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道

德行为只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性行为，即所谓的“道德良心”。他

们的事迹是人性真实性的体现，这种真实性不是原始的欲望，而是

人心中内在的美好的东西，是最真实、最让人感动的，因而也是最

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为当下个体道德构建树了社会道德标杆，能

够唤起人们对道德模范高尚道德行为的崇敬和叹服，而不是望而

生畏，敬而远之。

（四）“扬州好人”的群体效应为个体道德构建营造了良好的舆

论氛围。个体道德构建的第四个层面是“德性”，是在内外没有强迫

的情况下“发乎心”、“形乎外”的展现，这是最高层面的素质，不会

因为时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推荐、宣传、学习、争做“扬州好人”系

列活动在媒体大规模、立体式、深度化集中报道中已收到“一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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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万花开”的群体效果，“扬州好人”现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

的平民偶像，成为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有效平台。这种群体效应为

个体道德构建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其对个体的影响虽然大都

是表面且间接的，然而正是在这种“细无声”的过程中会逐步地、潜

移默化地注入个体的心灵世界，进而转化为个体自身的一种自觉

意识和内心信念。

三、实现机制：让人人成为“扬州好人”

要让人人成为“扬州好人”，发挥其在文明城市创建“一加一大

于二”的效应，就必须注重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促进社会道德向个

体道德转化的机制，以发挥市民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作为市民个体道德构

建中自我教育、自我熏陶和自我感化的过程，让广大市民在参与中

体验、在体验中升华。

（一）价值导向机制。价值观是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都必须

面临选择的问题。它体现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并制约着人的欲

望动机和行为方向，是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可见，要培养

塑造文明、健康和完善的个体道德，就必须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念作

为社会成员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的导向。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价值标准，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设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维系

全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在个体道德的构建中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克服由于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价值取向多元化

等因素对道德选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给人们

精神追求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个体重塑道德信仰，确立正确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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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人生观。

（二）思想教育机制。由于个体的自我道德意识所处的阶段不

同，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不同，因而在其吸收和接受社会道德的过程

中，也各有差异。某一社会道德准则可能容易被某些个体所接受，

也可能会被某些个体所排斥。因此，要使社会道德被个体所吸收，

并被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准则，社会各群体应当建立和完善思

想教育机制。学校教育是基础，应当普及义务教育，强化青少年的

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是重要环节，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家庭美德

教育;各行业内部教育是重点，应当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

工作;社会意识形态部门教育是权威，应当把握正确的导向，为社会

多出精品，用科学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

（三）舆论导向机制。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良心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社会的产物，道德规范之所以具有约束力，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就在于社会的道德舆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在一定时期内往

往有一定的导向性，会造成一种气氛，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的

自我道德意识的形成。因此，在个体道德构建的过程中，应高度重

视道德舆论的作用，要通过道德舆论的信息传递，形成一种独特的

社会力量，使不道德行为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使道德行为能

够不胫而走，对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这样，一个社会的

道德水平和道德风尚就会不断进步、不断升华。

（四）法律规约机制。当个体道德构建并没能达到完全“自律”

时，道德如果仅仅停留在社会舆论谴责的层面上，那么它的作用往

往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可以运用法制手段，把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

社会道德原则和要求，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为强制性的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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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使部分杜会道德成为社会个体在法律上的义务，并以明确而又

具体的方式告诉社会个体，社会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必须做

的，可以做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并对严重违反社会道

德的行为给予制裁，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伦理的制裁力和约束力，而

且使道德规范本身的内容更加具体、对象更加明确、范围更加确

定，从而增加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促使社会道德在“他律”的作用

下内化为个体道德。

（五）道德评价机制。道德评价，涉及的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

的问题。在个体道德构建中如果只承认道德义务，不承认道德权

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久而久之，就会使社会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不合理状态中，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

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个体道德堕落就会成为必然。所以，

构建个体道德，既要建立可行的奉献与回报机制又要建立良性的

抑恶机制，以此有效地表达社会组织或群体对个人的道德行为和

品质的肯定或否定，使其在个体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振荡，促进个

体道德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抑制各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蔓延，形

成一种赏善罚恶、善恶分明的社会文明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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