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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仁”“勇”在儒家《礼记·中庸》之中被称为“三达德”，它在儒家思想中被认为是君子完美

人格的至高境界。在传统儒商中，“智”“仁”“勇”被誉为至高的理想人格所需要素，其中，“智”

为基础，“仁”为核心，“勇”为原则。当代儒商不仅要秉持传统儒商的美德，继承发扬“三达德”思

想，更要在其基础之上建构“智商”“德商”“胆商”“情商”，以此塑造当代儒商的人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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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sdom”, “benevolence” and “courage” are called “three dade” in the Confucian The Book of Rites ·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perfect personality of the gentle-
man in Confucianism.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merchants, “wisdom”, “benevolence” and “courage” 
are regarded a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highest ideal personality, among which “wisdom”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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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benevolence” is the core, and “courage” is the princip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merchants should not only uphold the virtue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merchants,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hought of “three dada virtues”, but also build “intelligence quotient”, “moral quotient”, 
“courage quotient” and “emotional quotient” on the basis of it, so as to build the personality brand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 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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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仁勇“三达德”是儒家思想之中前后相继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

深厚的哲学内涵，不仅对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美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当今各行

各业都可以从中找到为人处世的原则。从“三达德”的完美品格入手，在其基础之上探索当代儒商所应

具备的“四商”，更好地实现儒商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事业的成功。 

2. “智仁勇”三达德释义 

在《论语》之中，孔子提出“智(知)”“仁”“勇”是君子完美人格的三要素，认为“知(智)”为“智

(知)者不惑”，“仁”为“仁者不忧”，“勇”为“勇者不惧”。有智慧之人不会困惑，有仁爱之人不会

忧心，勇敢之人不会畏惧。《中庸》第二十章载：“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1]“智”“仁”“勇”

每一项都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同时“三达德”相结合也是一个完整的道德整体体系。 

2.1. “智”为“智者不惑”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智”与“知”为通假字，因此是为可以互换，它可以表示为两种含义，第

一种含义为智慧，第二种为知道。无论是“智慧”或是“知道”，都可以理解为“不惑”。“智”作为

三达德之一，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首先，“智”为“知人”、“知其性”。“知人”亦为“知己”，是谓之知晓自己，也谓之知晓他

人。其中，知晓自己就是说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既不高估自己，也不妄自菲薄。而知晓他人也

就是说对他人有正确且客观的评价。其次，“智”为“明”，也谓之“明是非”。“智”为教人明辨是

非，学会独立思考，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对万事万物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与选择。最后“智”为“乐

水”，追求一种自由的境界，入水一般，灵活自由却在不断进取。“聪明人乐于水，仁人乐于山。聪明

人活动，仁人沉静。聪明人快乐，仁人长寿”[2]。从“水”之中见到儒家的圣人之行，因水有与人相似

的道、德、仁、义、智等美好品德。 
“智者不惑”，如若想要做到“不惑”成为具有渊博知识的智者，需在迷人眼的现象之中把握本质，

需在解决问题之时正确的分析问题。“智者”总是能够把握自己，在恰当的时机做出正确之事。儒家所

讲的“智者不惑”是说真正有着大智慧的人可以减少迷惑。拥有大智慧并不仅局限于圣贤之人，所谓“不

惑”也不是完全没有迷惑，只是减少迷惑，任何人通过不断学习都可以减少迷惑。只有不断学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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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才可以明辨是非成为“智者”。 

2.2. “仁”为“仁者不忧” 

“仁”的含义为视人若己，它是一种品德，对于“仁”的解释既可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理解，同样

也可以从哲学范围之内进行解读讨论。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作为四德之一的仁，是一种道德范畴伦

理概念，对于它的讨论，是伦理学范围之内的事。作为全德之名的仁，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对于它

的讨论，是哲学范围之内的事。”[3]“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仁”为“仁爱”，它是从血缘关系之中演变出来，要求人与人之间有真情实感。“仁者爱

人”思想是讲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关心他人疾苦，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建立一

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的具体对象为“泛爱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向外拓展与延伸，将“仁爱

之心”贯穿至家庭与社会之中。儒家的所倡导的“仁者”之爱是超越血缘的大爱，这是儒家“仁爱”思

想最独特的性质。其次，“礼”为“仁”的表现形式，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且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

因此外在的“礼”可以不断培养以此来实现内心的“仁”，内心的“仁”需要外在的“礼”表现出来。

最后，“力行近乎仁”[1]，这句话也就是说努力实行也就达到“仁”了，力行不是普通的行动，而是严

格依照儒家所倡导的“仁”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天向“仁”靠近，虽然至高境界难以实现，但只要自

己主动去做，达到“仁”的思想境界就是可以实现的。 
“仁者不忧”，如若想要实现“不忧”成为人格完善之人，需在面对困难或是困境之时，做到内心

强大，不被情绪所影响。“仁者”的内心是从容与平和，少有焦虑与不安，做到安静与坦然。儒家所讲

的“仁者”并不是毫无内心忧虑，他们仁慈宽容，内心具有的是对国与家的忧患之心，追求一种超越物

质生活的状态，保持内心充实。减少对自己个人得失的计较，保持内心坦然，则忧愁自然消散。 

2.3. “勇”为“勇者不惧” 

“勇”的含义为“果敢”或是“无所畏惧”。儒家所倡导的“勇”是建立在正确的判断之上的，并

不是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盲目之“勇”。它是讲在遇到困难之时，精准把握事情的性质，经过理性思考，

后在有所行动。相较于“仁”之思想，“勇”在儒家学说之中并没有那么凸显，但是既然它被列为“三

达德”思想之一，可见对于塑造完美人格来说还是极其重要。 
首先，“勇”为“血气”，它主要是说在遇到困境之时，做到不畏惧害怕，勇敢向前，拥有一种勇

敢克服困难的意志。“知死不辟，勇也。”[4]其次，“勇”为“养勇”，也就是培养勇气，不惧怕亦不

畏惧，只有培养个人道德，实现品德高尚才为勇，这同样要做到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也

不随波逐流，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是之谓“养勇”。最后，“知耻近乎勇”[1]这句话是讲勇与改过

自我，即有了羞耻之心就不会去做有耻辱的事，在知道耻辱之后，不断改过自我，这就是接近于“勇”。

孰能无过，做错事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没有改正错误的意识，改正错误最需要的是勇气，敢于为

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明辨是非”是基于道德选择，道德选择正确才能够实现正确的道德行为，

有了正确的道德判断之后，才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真正做到“近乎勇”。 
“勇者不惧”，如若想实现“不惧”成为真正勇敢之人，需坚持大义，面对抗争之时毫不怯懦。儒

家所讲的“勇”并不是空有蛮力，而是内心深处从容不迫的态度，是面对人生的挫折之时，有一种强大

的心理承受能力，保持一种内心深处的平静与淡然，不被困难所困扰，能够发现人生的美好。成长路上，

不退缩亦不畏惧，用乐观之心态面对困难方可谓之“不惧”。 

3. “三达德”在人格塑造中的价值导向 

哲学之中的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一种积极意义，同样也是客体满足主体的程度大小。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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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格塑造的终极目标就是理想人格，理想人格的表述为“圣人”。“三达德”思想内部基本精神虽

与先秦时期是相同的，但其在各个领域的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在完美人格的塑造领域，“三达德”思想

的导向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3.1. “智”为人格塑造之基础 

“智”为人格塑造的基础，如果只有“仁”而没有“智”，那么就会好心办坏事，本身是好心沦落

为愚蠢。如果只有“勇”而没有“智”，那么往往会导致鲁莽行为。当今社会所讲的“智”既指渊博的

知识，又指对于智慧的使用。 
如若向往渊博的知识，则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儒家精神风貌的展示。自强不息

同样是理想人格所需要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5]。这说明自强不息精神在儒

家思想中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通过不断学习来塑造完美人格。与先秦时期相

比，当今世界的物质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更应不断钻研学问，追求真理。 
如若向往对智慧的使用，则看待问题之时客观公正，对待问题之时随机应变是必要的。人们对待自

己周边事务往往是基于自己已有的经验，这就导致看待事务之时往往带有局限性，难以客观与公正。这

就更需要“智”来做基础，经过理性思考来判断是非。看待问题与认识事务并不是最终目的，解决问题

改造世界以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才是，而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地制宜，懂得

变通，方可称之为“智者”。 

3.2. “仁”为人格塑造之核心 

“仁”为人格塑造的核心，如若有“智”而无“仁”，则“智”必然会失去，从广义上来说，儒家

所倡导的“仁”包括了各种德行，因此只有以“仁爱”为核心，“智”与“勇”才有自身的价值。对于

塑造完美人格来说，“仁”表现为爱己爱人以及推己及人。 
爱人首先要做到的是爱己，具体为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注重自己的德行以及名誉，如若不爱护自

己，就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如若不爱护自己，则何以谈“仁”，又何以去塑造理想人格。在“爱己”

的基础之上做到“爱亲”，具体为爱护自己的父母与家人，“孝”为“仁爱”之本，要从内心尊重父母，

不让父母担心。塑造理想人格从孝亲思想开始，树立目标，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从“爱己”与“爱亲”

达到“爱人”具体为爱更多的人。因此，在完美人格的塑造之中，要不断的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尊重

他人想法，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推己及人是建立在正确的仁义关系之上，传统儒家思想之中，“仁”与“义”是相互联系的，“仁”

是一种内心的至高道德要求，因此外在表现即为“义”。“仁义”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同样也为人们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一种社会关系提供价

值指引。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来说，“义”应该作为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不损人利己，不否定对物质的

追求。但是当义与利有冲突之时，应做到“以义制利”，“义”不可失，“利”也应建立在正当的要求

之上，这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3.3. “勇”为人格塑造之原则 

“智”是在人脑之中，“仁”是在人心之中，唯有“勇”是外在表现，将人心与脑中的智慧化为行

动。通常人们想的太多做的太少，究其原因是缺少去做的勇气。因此，只有将“勇”作为人格塑造的原

则，“智”和“仁”才可以实现。对于塑造完美人格来说，“勇”表现为知责担当以及“仁智之勇”。 
“勇者”必然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并以此来支撑知责担当，家国意识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国

与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为大家所认同，同样也是圣人君子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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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道德及价值取向。正是对于家国的这份责任与担当，无数仁人志士才将国家、民族与个人结合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处于危险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拯救人民与危难之中。这份责任与担当之

“勇”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勇者”同样需要有勇有谋，并以此来支撑“仁智之勇”，具体来说为“对于面临的危险处境应该

有深入的了解，对于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应该有清醒的意识，对于冒险的代价有充分的觉察”[6]。儒家主

张“舍生取义”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的，但是对于“有勇无谋”之行为却是不支持的，谨慎行事、有勇

有谋才是塑造完美人格所需的是“仁智之勇”。 

4. “三达德”在当代儒商人格塑造的价值 

儒家“三达德”所倡导的完美人格，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是当时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并不是完全适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塑造儒商的完美人格，必须要继续发扬儒家“三

达德”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完善，提出“四商”之说，以更好的完善儒商人格，为构建现代儒商

提供新的思想理论。 

4.1. 从“智者不惑”到“智商” 

“智商”对于现代企业家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它表现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对问题分析和解决

的能力。 
从知识层面来说，当代儒商在具备渊博的知识基础上，还要培养掌握知识结构的能力。成功的企业

家都是在信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运用所学知识掌握权力，通过权力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当代儒商不

仅要对自己领域的知识了如指掌，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同样要对与自己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有所涉略，

成为通才，保证各方面知识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得到自己领导与员工的信任。从能力解决层面来说，

当代儒商需具备各种社会实践能力。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是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之上，提高自己的观察分析

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知人能力同样也极其重要，对于儒商来说，认识贤才，选拔贤才。各种实践能

力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坚持多元能力观，不断提高自身“智商”，才能够塑造儒商完美

人格。 

4.2. 从“仁者不忧”到“德商” 

“德商”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对于企业家来说，情商可以使人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交往能

力，但是因其讲求价值中立，所以对于正确与错误的判断缺少帮助。它表现为“仁爱”思想以及正确的

财富观念。 
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包括“爱人爱己”，同样也包括“爱物”，也就是说“宇宙之爱”，它既

有生态伦理，同样也有社会伦理。因此，在现代社会之中，“仁”还内在的包括敬畏生命、虚怀若谷、

克制私欲、严于律己、善于合作、待人宽和等要素，这些都是当代儒商“德商”培养以及塑造完美人格

的源泉。除“仁爱”之外，与“仁”有关的思想还包括对待财富的态度，儒家认为财富乃“人之所欲”，

但是财富的获得要“取之有道”。这种对待财富的正确心态使得儒家保持了正确的财富观，这对于当代

儒商精神的构建、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着重大的意义。 

4.3. 从“勇者不惧”到“胆商” 

“胆商”是胆识、胆略的简称，它表现为临危不惧的胆识和谋略以及负责任的精神。当今市场竞争

激烈，仅仅只有“智商”和“情商”是不能够的，因此当今企业家同样要具备把握机会、迎接挑战的胆

识和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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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勇”是属于意识方面的品格，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临危不惧，不退缩不胆怯。它与现代

企业家所应具备的“胆商”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儒家的“勇”是与“义”相联系的，

它所说的是一种“德义之勇”。这就会使得当代儒商缺乏了“风险意识”与“竞争意识”。当代儒商需

要在面临重大决策之时，有着把握全局的胆识；在面临危机之时，有着临危不惧的气魄。“勇敢是出于

保持基本的善的需要而抵制对于疼痛和危险的本能恐惧的道德力量。”[7]这也就是说“勇”要在保持善

的基础之上，将“仁”与“勇”适当的剥离开来，并不是说倡导“背义之勇”，而应该是给“胆商”一

定的独立性，但是同样需要“仁”也就是当今所讲的“德商”的制约，这样才是“胆商”所倡导的“完

美人格”所需要素。 

4.4. 从“中和之情”到“情商” 

“情商”并没有“智仁勇”那样明确的指向，但是它同样是当代企业家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因素，

可以将其融合在“仁”的思想之中，它表现为对自己情绪的控制以及对他人的沟通理解。 
“情商”培养放在首位的是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儒家倡导“小不忍则乱大谋”并将“中庸”思想看

为一种崇高之德。在“中庸”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倡“中和之情”，这是一种对于自己情绪的中和。除调

控自己的情绪外，“情商”所倡导的还有对他人的理解沟通，包容他人的情绪。这对当代儒商来说就是

在控制自己情绪的基础之上，关注他人情绪，以真诚之心对待员工，架起自己与员工沟通的桥梁，互相

理解与支持。对于当代儒商的人格塑造来说，“情商”培养可以增强自己的协调能力，又可以建立与他

人的一种和谐人际关系，两者结合，方可保证事业取得成功。 

5. 结语 

儒家所倡导的“三达德”是君子培养完美人格的重要标准，它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有一定的时

代局限性。但儒家思想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在当今世界也展示出了生命力。当代儒商以“三

达德”思想为指引，并将这三种品德内化为儒商的内在德行，在此基础之上开发当今企业家所需的“四

商”，进而推动儒商理想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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