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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榜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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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榜样是道德主体(榜样)对道德客体的影响和教化——示范，也是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榜样)模仿和学 

习——接受示范。榜样示范的基本条件有四：榜样本身必须具有真实性的特质；榜样与模仿者在德性方面存在位 

势差；榜样与模仿者人格的同质性；模仿者对榜样的心理认同。榜样示范遵循着外→内→外的逻辑理路，促使模 

仿者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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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除了以教为本外， 

榜样示范与逆向耻感的激励与鞭笞，可以说如一对孪 

生姐妹，不断地推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榜样示范是从正面激励道德主体对中国古代优秀道德 

文化的践行；逆向耻感则是从负面鞭笞道德主体践行 

道德文化。无论是榜样示范，还是逆向耻感，均是导 

致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内驱力。 

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有赖于榜样 

的示范与激励作用。以下就榜样的原初义涵及其伦理 

意蕴，榜样示范的基本条件以及榜样示范如何促进中 

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三方面分述之。 

一、榜样的原初义涵及其伦理意蕴 

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的 

激励机制不可或缺。何谓榜样示范？“榜样示范法是 

以正面人物的优良品质和模范行为影响受教育者品德 

的一种方法。” [1](173) 笔者认同此观点。榜样示范蕴含 

两层涵义：其一，榜样示范的主体具有优良的道德品 

质，高尚的道德行为；其二，榜样示范的客体会受到 

榜样的影响并成就其道德人格。故此， 谈及榜样示范， 

我们有必要对榜样的原初意蕴进行阐释，如此方能更 

好地解释榜样示范何以可能，以及榜样示范能否促使 

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问题。 
“榜样”二字，大家都耳熟能详。榜样的内涵在学 

界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探究榜样，必须从其原 

初字义着手，如此方能确切地阐明其引申义。榜样的 

原初涵义为“矫不正”之意。在《汉语大字典》中，“榜” 
被解释为“正弓弩器”， [2](1268) 即是说，“榜”的原初涵义 

是使弓箭得以矫正，这与早期韩非子关于“榜”的解释 

如出一辙。韩非子曰：“榜者，所以矫不正也。”(《韩 

非子∙外储说右下》 )由此可知 《汉语大字典》 中关于“榜” 
的阐释，实际上借鉴了韩非子关于“榜”之内涵的阐 

释。 

随着时代的发展，榜样的基本涵义逐渐向伦理道 

德的意蕴转向。“榜”从最初的工具理性逐渐向具有人 

文意蕴的伦理文化意蕴转化。“榜”的涵义转化，起因 

于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比如学者彭 

怀祖先生认为：“榜样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经组织认定， 

公众舆论认可和公共传媒广泛传播，体现时代精神和 

人民意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值 

得公众效仿和学习的先进典型。榜样的特征体现了人 

格品质的先进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广泛传播的权 

威性。” [3](8) 这深刻揭示了榜样的缘起、榜样的道德内 

蕴、特征等，体现了榜样的时代精神特征。榜样是时 

代的缩影，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风貌和精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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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榜样“是指一定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具体化、形 

象化和人物化，榜样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体现着时代 

的精神风貌和格调”， [4] 这正是榜样在现时代的真实写 

照。由榜样内涵可知，榜样已经从本初义涵逐渐向更 

为广深的伦理层面渗透：榜样即是以先进的道德理念 

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是社 

会优序良俗的道德源泉。由此，有人提出“榜样就是人 

的某一实际的行为实践活动及其活动的成果或行为实 

践中蕴含、体现、彰显出来的，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具 

有借鉴、激励、警示作用的东西。榜样既可以是某种 

具体的方法、方式，也可以是做人做事的原则、规范， 

还可以是人具有的某种品质、精神、作风，还可以是 

一个人和事本身”。 [5] 榜样的内蕴在于以高尚的道德品 

质去影响和指导他人的行为、通过由此及彼，推己及 

人的做法，使社会依靠榜样的示范而过渡到优序良俗 

的和谐之境。 

榜样是时代精神良好道德品质的体现，是被他人 

模仿并得以示范的基石，也是他人赖以模仿并受到教 

化之根 基。榜样从原初之义涵，已经发展到具有伦理 

意蕴的榜样。如若我们把榜样者视为道德主体，而模 

仿者视为客体的话，那么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之间的 

关系是一种双向主客互动的关系：榜样即是道德主体 
(榜样)对道德客体的影响和教化——示范；同样，榜 

样亦是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榜样)模仿——接受示 

范的过程。 榜样是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学习或模仿。 

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认为，“榜样”是指“作为仿效 

的人或事例多指好的”。 [6](15) 由此，榜样内涵中的“好” 
说明了榜样乃道德品质高尚之人，如此榜样才能通过 

道德权威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其二， 相对榜样而言， 

学习者和榜样之间必然存在着势差(道德水准的差)， 

如此，模仿或学习才能提上日程，榜样才能真正成为 
“人们藉以模仿的形象”。 [7] 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之间 

有着彼此之间的位势差，才能促使榜样学习者、模仿 

者真正有着模仿和学习的内驱力。所以，“榜样或道德 

榜样，原本是应该被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亦即应该被 

模仿和学习的品德高尚的人，说到底，亦即达到了品 

德培养目标的人” [8] 才能成为榜样。 

从客体的角度来阐释榜样，榜样是客体对道德主 

体(榜样)的学习与模仿，从主体的角度来阐释榜样， 

榜样是主体对道德客体的影响与示范。“榜样是以他 

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 

的方法”， [9](230) 所谓“影响”，即以高尚的情操、行为给 

人以示范，以使人提升道德水准，成就他人道德人格 

的方法。即榜样“是以高尚的思想、模范的行为、优异 

的成就教育影响受教育者的一种方法”。 [10](232) 榜样可 

促使人之道德素养的提升，使他人能够模仿其高尚的 

行为，使道德文化得以践行。可将榜样定位为构建道 

德基础的一种手段，并利用这种手段去影响他人的 

视、听、言、动，进而催生道德文化的践行。在此基 

础之上，榜样的终极涵义定义为教化、示范之意，并 

由此而成就人之道德人格。由此，有学者认为“榜样是 

凝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具有较 

高的道德境界，因而能够对他人具有教化作用的人格 

范式”。 [11] 故此，榜样的内涵已经从其原初的矫正之意 

过渡到了教化与示范之意。所谓榜样示范，也即利用 

正面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 高尚的行为等去影响他人， 

让他人的思想道德素养及其行为合乎道德规范，提升 

道德理念，促使他人践行道德文化的一种方法。 

二、榜样示范的基本条件 

榜样示范发生作用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易言 

之，应具备何种条件方能使榜样发生示范作用呢？榜 

样之所以成为他人所向往模仿的对象，关键在于榜样 

的示范作用使然。榜样示范的基础有如下几个层面： 

榜样本身应以真实性为其前提；榜样与模仿者之间的 

德性存在位势之差；榜样人格与模仿者人格之间的同 

质性；模仿者对榜样人格的心理认同。榜样所具备的 

这四种基础性条件，使榜样示范成为可能，并在一定 

意义上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首先，榜样本身必须具有真实性的特质。传统道 

德文化的现代践行，离不开榜样的催生作用，就榜样 

本身而言，榜样必然要以真实性与科学性为其本质特 

征。只有建立在真实、可信基础之上的榜样才能令人 

信服，榜样示范才有可能；如若榜样建立在虚无或者 

说是虚构的基础之上，那么一旦人们了解榜样的虚构 

真相，榜样的神圣性就会消失殆尽，榜样示范的功用 

将不复存在。强调榜样的客观真实性是榜样示范作用 

发生的第一要义，亦是探讨传统道德文化能否现代践 

行的前提与基础。正如高楼一样，榜样的真实可信是 

大楼地基，地基牢固，则高楼长久挺立；地基不牢， 

则大楼不能长久留存。曾钊新先生说：“值得我们仰慕 

和追求的范例，必须以真实性为基础。” [12](154) 榜样在 

发生示范作用之时，必然要以真实性为前提，反之， 

榜样不能发生示范作用。榜样的真实性可以从两方面 

说明：一方面是说榜样确实存在，不是虚构、虚拟的， 

这是榜样真实性的一面；其二，榜样的真实性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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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榜样不能虚夸，即对榜样不能无限制的夸大。在 

现实生活中，有时为了弘扬榜样、宣扬榜样，提升榜 

样之光辉形象，往往将榜样无限拔高，不断夸张并超 

越其原初形象。榜样形象的拔高，事实上已经超越了 

榜样的真实可信程度，与虚构榜样无异，这不是对榜 

样的褒扬，而是对榜样的贬损。一旦模仿者、学习者 

发现榜样被过分浮夸，榜样的形象将一落千丈，更谈 

不上榜样能发挥示范作用了。因此，脱离榜样的真实 

性特质将遗害无穷。拔高榜样实质上是导致榜样形象 

的毁灭。在我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中，传统观点总认为 

榜样“高、大、全”为最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 

论是事件还是人物，在形塑典型和树立榜样时，我们 

总是简单地把它拔高、 再拔高， 或彰显一点而掩全面， 

认为只有把形象塑造得‘高、大、全’才有说服力和影 

响力。” [13] 无限地拔高榜样，本意想完善榜样，其结果 

却大相径庭。把榜样形象塑造得‘高、大、全’是一种 

误解与偏见。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如若要依托 

榜样的示范发生作用，那么榜样必然以真实性为基本 

前提；否则，榜样示范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必然 

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榜样与模仿者在德性方面存在位势差。榜 

样之所以为榜样在于其道德水准的优先性，如若榜样 

与模仿者在德性层面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则榜样必将 

不会成为道德之楷模。 因此，榜样示范性作用的发生， 

必然要求榜样与示范者之间的道德水准存在位势之 

差，即榜样的道德水准、道德境界比模仿者的道德境 

界高，行为规范更为模范，榜样示范作用才能发生。 
“受教育者与榜样之间应当存在适当的位势差。” [14] 这 

是榜样发生示范作用最根本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的 

存在，榜样的示范作用就不可能发生。 

再次，榜样与模仿者人格的同质性为榜样示范提 

供了可能。榜样与模仿者均属于人这个大类，同属一 

类容易实现交流与沟通，亦容易产生亲近之感，如此 

亦能为模仿奠定基础。 

模仿是人的自然倾向，这是道德示范的前提性基 

础。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提出：“模仿是人的一种自 

然倾向，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就是因为善于模仿。 ” [15](67) 

人所具有的模仿天赋，为模仿者模仿榜样提供了可 

能，亦为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奠定基础。榜样示 

范作用首先在人格的影响方面具有同质性，亦即榜样 

的人格影响模仿者人格的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说：“人 

只能用人来建树”，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到人格的 

发展和规定”， [16](132) 此言恰好切中榜样示范与模仿者 

之间所存在的同质性，为榜样示范提供了可能。榜样 

与模仿之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格与人格之间的 

互动，为榜样示范提供了同质性基础。榜样示范存在 

着位势之差，人具有模仿的特质，且榜样与模仿者之 

间存在榜样示范与模仿的特质，这是榜样示范发生作 

用的同质机理。 

最后，模仿者对榜样的心理认同乃是榜样示范的 

基础。榜样能否成为人们示范之源，成为他人模仿的 

对象，模仿者对榜样的心理认同极为关键。模仿者对 

榜样的认同，表现为模仿者对榜样心向之、神往之， 

这样模仿者就容易产生模仿的内在冲动，产生模仿的 

内驱力。弗洛伊德是最早提出现代心理学意义上“认 

同”概念的哲学家，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 

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17](2) 榜样 

认同亦是如此，榜样认同是模仿者在内心世界对榜样 

喜好、崇拜，并由此而产生一种内在模仿的冲动。可 

见，榜样认同是榜样被模仿的内驱力。模仿榜样是在 

认同基础之上的一种自发的、自觉的行为，不是一种 

强迫性的模仿行为，强制的行为不可能产生模仿的冲 

动。因为“任何强迫模仿的企图，都会引起抵制或冷淡 

的态度，使它不能达到目的——这一事实，可以说明 

很多使年轻人崇拜文学、艺术和道德行为上优秀范例 

的用意很好的努力,所以会遭到失败”。 [18](167) 由此，榜 

样示范是一种自觉的道德情感认同，建立在情感认同 

基础之上的模仿者将榜样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并 

由心理上的认同，发展为情感上的认同，继而发展为 

行为上的模仿。 由此，对榜样心理上的认同感很重要， 

他是榜样示范能否成功的决定性要素。榜样能激励他 

人、示范他人进行模仿、学习；同时，模仿者、学习 

者因模仿、学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完善自己的 

道德追求，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对榜样的模仿、学 

习是一种慎独而非强迫性的学习方式。模仿者由于自 

身的道德需要，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实现，往往对榜样 

采取积极吸收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榜样，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 

路》)。榜样对人的影响，是一种不言之教，是以实际 

行动激励他人行动，催生他人模仿、学习榜样，成就 

自己的人格特色，在人格特色外化的情形之下，实现 

道德完善，并不断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三、榜样示范是传统道德文化 

现代践行的有效方式 

榜样示范的理论基础的澄清，说明了榜样示范是 

可能的。榜样示范的可能，为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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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榜样示范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 

践行，还是应该从榜样示范的内在基础谈起，由榜样 

的示范、刺激感染并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基本 

逻辑理路遵循着：外→内→外的逻辑。这个逻辑理路 

表明模仿者首先由于外界榜样的“刺激”，与自身的道 

德素养相为比对，“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 

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道德模仿者见其 

善者，以榜样为自身学习的楷模，内心世界产生向善 

的道德渴望，因自己道德水准不如榜样而产生道德焦 

虑，希望自己亦能模仿榜样之行为，达到榜样的道德 

境界。于是，模仿者竞相模仿榜样，最终模仿者亦提 

升了自己的道德水准，在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之下， 

人之道德行为外化，进而产生对道德文化践行的行为 

自觉。榜样促进道德文化现代践行即是遵循着这样的 

逻辑理路。 

因榜样，人向往之而产生道德渴望，因比之不及 

而产生道德焦虑。并由此而催生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 

践行，应从心理学角度发掘榜样模仿的内在动因。传 

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在一定程度上与榜样行为的 

诱因不可分离。心理学家韦恩∙卡肖曾说，许多东西实 

际上是我们通过观察他人学到的，当观察到别人的行 

为导致了理想的结果时，我们便会去效仿他们，榜样 

的行为常常充当一种导致正确行为的诱因。如此，榜 

样催生道德文化的践行， 是由于内心世界的“见贤思齐 

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道德需要而 

引发的，内心世界的道德渴望往往是一个人践行道德 

文化的原始动力。模仿者通过观察榜样的高尚行为， 

确立自己的模仿对象，最终提升自己的道德行为，进 

而践行传统道德文化。“大部分的人类行动是通过对 

榜样的观察而习得的，即一个人通过观察他人知道了 

新的行动应该怎样做，这一被编码的信息在后来起着 

引导行为的作用。” [19] 由此，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 

样示范催生践行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向他人学 

习，将他人高尚的道德品质视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学 

莫便乎近其人”，这是模仿者提升道德品质、践行道德 

文化的切实可行路径。 

通过榜样的示范，模仿者无论是自身的道德素 

养，还是外在的道德行为均得到了净化与提升。榜样 

示范，使“怯懦者转而勇敢，盲目者转而奋起，麻木者 

转而猛醒，嫉妒者转而谦逊，动摇者转而坚定，幼稚 

者转而成熟”。 [20](226) 故此，在道德榜样的示范之下， 

能有效提升模仿者的道德素养，从而为道德文化的现 

代践行提供动力机制。中国古代道德文化浩如烟海， 

古代社会多擅于道德说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道德 

文化在古代社会的践行。随着时代的发展，榜样示范 

独显其魅力，原因在于榜样能将“所规定的东西变成 

可行的、无可怀疑的。他们把实践规则以较一般的方 

式表示出来的东西，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 [21](59) 

易言之，榜样的力量在于将抽象的道德说教变成了一 

种直观的感性，将道德文化更加生活化、大众化，为 

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提供了基础。 

榜样示范有其独特的魅力，能促使模仿者慎独学 

习榜样的行为模式，使其行为与榜样行为的道德性接 

近。在榜样的学习与模仿过程中，榜样的社会认可程 

度至为关键，因为榜样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模仿者、 

学习者才能将榜样视为自己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并以 

榜样为楷模而不断地进行自强激励和自我强化，以期 

达到榜样的样式标准。因之，榜样的社会认可度至为 

关键， 因为“如果受教育者学会了社会所要求的行为模 

式，并因为表现这种榜样行为而受到社会的认可，并 

不断进行自我激励与自我强化，这种模仿榜样的行为 

就会得到加强并反复出现；如果受教育者表现这种榜 

样行为并未受到社会认可，那么这种行为便不太可能 

再发生”。 [19](125) 故此，道德模仿者在模仿榜样之时， 

榜样为社会所认可不可轻忽。 

如若榜样是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那么模仿榜样就 

可能实现，个中缘由在于模仿者、学习者有价值认同 

的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最高的需要 

是自我价值认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榜样模仿者 

接受榜样示范的激励、模仿，并不断进行自我强化， 

以期达到实现自身价值，此乃榜样示范的内在动因。 
“模仿成功者或优秀者的行为方式，这也是普遍使用 

的一种社会学习策略。因为成功者通常被认为是健 

康、财富、幸福、功名等有价值的象征，而成功者所 

拥有的这些特征对模仿者而言是一种替代性的强化， 

使模仿者认同并仿效成功者的某些行为方式，以期获 

得直接的强化。” [22](247) 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类的最高 

需求，正是通过对榜样的模仿以兑现自我价值，进而 

促使道德文化不断得以践行。结合人的认知过程来研 

究人的模仿行为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 “证实模 

仿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的，是由于社会 

榜样的影响， 通过学习榜样的行为而发生的”。 [23] 所以 

模仿榜样，学习榜样，不断地向榜样靠近，实现模仿 

者理想的道德人格，进而使模仿者能自觉地践行优秀 

传统道德文化。在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过程中，不断 

实现道德践行由他律自律向转化，由规制强化践行向 

自觉慎独践行的转化。 

加强榜样教育是促进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必 

经之路。因为“榜样教育是指在社会的引导下，通过对 

榜样人物的感知和理解，引导人们仿效榜样人物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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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作风和言行举止，以期在广大群众中形成符合一定 

要求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习惯的活动”。 [24] 榜样教育的意 

义可谓深远，加强榜样教育，可使人对榜样认识更为 

深入，增强对榜样的神圣性、敬畏感，并以榜样为模 

仿对象，践行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榜样教育不 

仅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通过榜样示范， 

必将为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内 

驱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依赖于榜样示范，榜样示 

范依赖榜样对象，榜样的塑造依赖于榜样教育。由此， 

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效果的优劣，其决定权在于 

榜样教育的实施程度。榜样教育有着自身的特点，它 

能将抽象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经 

典道德案例，以直观、直接的方式给人们施加影响， 

震撼模仿者的道德心灵，最终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 

行。故此，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教育是最 

为关键的，亦是最重要的道德践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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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demonstration strategy of 
practic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LI Xiujuan 

(Political Theory Department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example is the moral subject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object. It is also the moral object imitation 
and learning  from the subjec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example performance are at  four levels: model  itself 
must have real character. The example and the imitators in morality exist potential differences and the example and the 
imitator  personality  should  go  hand  in  hand  homogeneity,  an  imitator  has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n  the 
example. The  example  can  effectively  expedite  the moral  culture  of modern  practice.  The  logical  route  follows  the 
Outside→Inside→Outside principle. 
Key Words: the exampl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practice; moral subject; moral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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