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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全祖：仁义礼智信成就东方裕兴文化精髓

徐兴玲 孟 鑫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以人为

本、以德服人、诚信待人。”在宁夏东

方裕兴酒庄， 这一文化标语格外引

人注意。 从酒庄的建筑风格，到“戈

蕊红”的诞生，再到“金樽、玉碗、夜

光杯”等酒庄系列产品的命名，都源

自宁夏东方裕兴酒庄董事长刘全祖

心中的“中华魂”。

众所周知， 很多酒庄都是欧式

建筑风格，体现着国际化因素，而东

方裕兴酒庄却从建筑到文化都始终

强调“中国古风”，强调本土特色。在

刘全祖看来， 葡萄酒文化应当体现

出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社会

融合等因素，作为中国产区的酒庄，

更应该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

色。

他希望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在酒

中体现出来，诸如仁、义、礼、智、信、

勤劳诚恳、专心专注等，希望人们能

够在宁夏东方裕兴酒庄的葡萄酒中

既有感官享受，又有精神、心灵层面

的享受。这也是他兴办酒庄的宗旨。

仁：以人为本人性关怀

刘全祖认为，“仁” 的基本含义

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以及孟子所

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用今

天的话来说， 就是人对于同类生命

的基本的同情与关怀。 儒家认为

“仁”是为人的根本，是人的精神家

园。提倡“仁”的道德，就是要以人为

本，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就是在确认

自己是人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是人，

而人与人在天命之性和生命价值上

是平等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态

度友好相待，以“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的态度互相帮助。

“仁”的精神也就是人性与人道

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刘

全祖看来，儒家以“仁”为道德之源，

这对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有两点

重要启示：其一是就人的本质、永恒

的存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

谐、 合作较之于人与人之间有时难

以避免的竞争更为重要， 具有更高

的价值。 其二是说明不论在什么情

况下， 人道与人性的价值都是终极

价值。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运用、

政治经济措施的建构与实施都不能

违背人道与人性的原则， 都不能以

牺牲人的性命为代价， 否则就是不

道德的。在崇尚科学技术、提倡竞争

的当代社会，尤其需要强调“仁”的

道德原则， 以便使科学技术与竞争

机制更好地为人道与人性的根本目

的服务。

刘全祖说， 儒家所谓“为仁由

己”“仁者不忧”“仁者安仁” 等有关

仁德修养的思想， 还强调了道德的

自觉和自律性， 以及道德价值实现

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 这对于当代

社会个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修养也

是很有帮助的。

义：公平正义坚守原则

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义”是指的

一个社会里公认为适宜的、 应该的

道德行为准则。“义”的原则往往也

会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所以也

是一定法治社会的前提。 关于“义”

的起源，孟子认为出自人固有的“有

所不为”的“羞恶之心”，荀子认为源

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群”与“分”的

需要。刘全祖认为，两种说法虽然不

同， 但都说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

“义”、人不能不讲“义”。 完全不讲

“义”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无

法维系的。尽管不同社会、不同时代

“义”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不

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义”也有其共

性和延续性。 随着人们交往的日益

密切频繁， 狭小封闭的文化圈被一

个个打开， 人类在道德原则上也会

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那些被全人类

普遍认为是“适宜”的道德原则，就

是“天下之公义”。

刘全祖说， 道德文明建设的重

要任务就是要确立一个社会的

“义”，并且培养公民对“义”的自觉。

我们今天一方面要赋予“义”以新的

具体内容，例如社会公平、公正、公

益等， 另一方面则要重新唤起人们

“义”的自觉，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

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当今社会上

的许多腐败堕落现象之所以产生，

一方面固然有制度不健全、 监督不

得力等外部原因，但另一方面，当事

人自己内心丧失起码的道德正义感

和道德原则立场，不把“义”当回事、

不辨“义”与不“义”也是重要的内

因。 最根本的腐败其实就是对正义

和道德原则的践踏与破坏。

谈及“义”与“利”的关系，刘全

祖指出，儒家虽然重视“义利之辨”，

但并不一概反对群体或个人对利益

的合理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

之所欲也。 ”荀子说：“好利恶害，是

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 但是儒家强

调，追求利、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应

该有个底线， 这就是要明晰义与不

义， 不能以不义的手

段追求利。 既承认追

求利的合理欲望，又

强调必须树立道德理

性之“义”，这是儒家

对义利问题的基本看

法。 儒家的“义利观”，

与市场经济社会以每

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

大化为驱动力的基本

原理之间看起来好像

是矛盾的， 但它其实

恰恰是完善的市场经

济社会不可或缺的补

充与保障。 如果没有

基于“义”的道德、法

律原则作为底线，那

么人们对利的追求就

会是不择手段、 杂乱

无序、 不可持续发展

的， 最终受到损害的

必然会是所有人的

利。 这样的市场经济

决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礼：恭敬尊重礼仪文明

古代所谓“礼” 是一系列程式

化、仪文化规则，内容十分庞杂，既

包括国家的典章制度， 也包括宗教

礼仪、社会习俗、礼仪规范。 但儒家

所重视的并不只是礼的外在形式，

而是体现在礼的形式之中的社会道

德功能和意义。在刘全祖看来，这种

功能和意义简单说来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别嫌明微”，也就是明确不

同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人之间一

些必要的区别，以避免出现尴尬，从

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是表达

“恭敬”“辞让”之心，让人们通过一

种适当的形式互相谦让、 互相表达

恭敬与尊重。 三是“礼之用， 和为

贵”，通过在政治、宗教、社交、家庭、

娱乐等不同场合人们必须遵循的各

种礼节、仪式，并配以音乐，来融洽

不同身份、 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之

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促进社会

和睦安定。

刘全祖同时也表示， 不可否认

的是，在封建时代，礼的许多具体内

容实际上强化着上下尊卑的封建等

级观念， 其中不少繁文缛节早已过

时并失去了意义。 太多太繁的礼也

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人的自由。但

礼能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协调和

睦人际关系、 倡导言谈举止的文明

得体， 这些功能和作用当代社会仍

然需要。一定形式的礼，无论是对于

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个人而言都是必

不可少的。对社会而言，礼是这个社

会道德文明程度的直观表征； 对个

人而言， 礼则是其道德素质和教养

程度的外在标志。 我们今天仍然可

以借助“礼”的形式，赋予其新的内

容， 对公民进行道德素质教育，

特别是恭敬、 尊重品质的教育。

例如对国家和职业的恭敬之心、

对顾客的尊重、处于不同社会关

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等

等，都可以在一定形式的“礼”中得

到体现。孔子认为，礼的具体内容是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因革损益的，对

前代的礼制应根据当代的具体情况

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例如“行夏之

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

舞。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对其加以

借鉴，对古代的礼仪文化继承其

优秀的精华、“损”去其过时的糟

粕、“益”之以符合现代文明的新

内容， 从而建立起我们当今时代所

需要的新的礼仪文化， 使我们这个

号称礼仪之邦的古国绽放出现代文

明的光彩。

智：崇尚知识追求真理

在十多年的创业立业兴业过程

中， 无论是做重大决策还是日常经

营管理，刘全祖深感智慧的重要。他

认为，“智”通常又写作“知”，既作动

词指认知，又作名词指知识、智慧。

儒家把“智”列为“五常”之一，认为

追求知识、 增长智慧也是人生的重

要价值取向， 体现了人们对于知识

和智慧的尊重。荀子说：“凡以知，人

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类不

断通过实践，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探究万物、掌握规律、创造文明，积

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这些知识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犹如

漫漫长夜里永不熄灭的明灯、 茫茫

大海上永不沉没的航标， 照耀着社

会人生之正途， 指引着通往真理的

方向。 今天我们可以借助“五常”之

“智”来提倡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

精神。

在刘全祖看来， 掌握知识并善

于思考的人就可以成为“智者”。“智

者”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聪明智慧，

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具有完善

理想人格的君子， 不仅应当是“仁

者”，而且也应当是“智者”。“智”与

“仁”也是相辅相成的。 好学求知也

能促进仁德的自觉和生长。 故子夏

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

“美德即知识”。 若能将正确的人生

观、 道德观建立在科学知识和真理

的基础之上， 则人类安身立命的

道德根基也许会更加坚实而深

厚。

崇尚知识与智慧， 必然会重视

学习与教育。 古代儒家留下的许多

有关教育和学习的格言与教诲，例

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无常师”“教学相长”“不耻下问”

“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知人论世”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等，都是儒

家思想中的精华， 即使在当代社会

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信：忠于职责诚实守信

诚信待人一直是刘全祖的人生

信条。他认为，所谓“信”，即诚信。儒

家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中

庸》认为“诚”是“天之道”，“诚之”是

“人之道”。 这等于是把“诚”作为至

高无上的价值源头来看待。《大学》

也以“正心诚意”作为“修身”的前

提。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民无信不立”， 与人交往要

“言而有信”， 治理国家要“敬事

而信”。 君子应当言行一致、诚实笃

信。“言忠信，行笃敬”才能行于天

下。孔子说“信则人任焉”，只有当你

被证明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别

人才会觉得你可靠， 才会把大事托

付给你。

在刘全祖看来，“信” 的道德内

涵十分丰富，包括说话算数，言行如

一；尊重事实，反映真相；信守承诺，

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履行

义务……与“信”相反的便是表里不

一、背信弃义、虚伪欺诈、不守信用、

不负责任。 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诚

信，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这个社会

就将是丑恶而可怕的社会。

刘全祖最后强调， 中华民族有

着悠久的诚实守信的优良道德传

统， 历史上传诵着许多诚实守信的

动人故事。 继承发扬诚信的道德传

统，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

发展的情况下显得更加迫切， 因为

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要有建立

在诚信道德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信用

和个人信用作为保障。 西方成熟的

市场经济社会也都十分重视社会信

用和个人信用的建设， 这种建设一

方面有赖于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体

系的保障，另一方面也须借助于

传统文化信仰中的诚信道德价

值之源。 中国传统儒学关于诚信

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重建市场经

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体系时可以利用

的重要道德价值资源， 我们应当十

分珍惜这一现在有可能日益走向稀

缺的资源。

宁夏东方裕兴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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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蕊红”的爱好者体验酿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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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过冬雪后的葡萄庄园

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恭敬尊重崇尚知识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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