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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传统美德丛书》（十卷本）的编纂出版，正是江苏学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建设共有
精神家园的有益尝试。
　　伦理道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那些体现民族智慧、反映人民利益、符合进步潮流的部
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积淀、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最富生命力的精神内核，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生存、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中
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思想支撑。
　　当今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文化的“软实力”价值日益凸显。
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建设全
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不断发掘和认知中华传统美德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此给人们以思想
启迪、精神鼓舞，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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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传统美德丛书》参照“八荣八耻”的叙述，分为“爱国”、“民本”、“勤俭”、“仁爱”、
“慈善”、“诚信”、“修身”、“气节”、“忠孝”、“荣辱”共十卷。
每卷分“概论”“故事”“名言”上、中、下三篇。
概论部分对该卷的内涵、历史演变和当代意义作较为系统的论述；故事部分用语体文译编经典或转引
他人著述；名言部分精选历代名言，均注明出处，便于读者备查。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民本卷》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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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真德秀受职为秘阁修撰，实授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
当时江南东路遭受了严重的旱蝗灾害，其中尤以广德、太平两军州最为严重。
他到任后，首先是赈灾，分别派遣官员到管区其他州县办理荒政，并亲自到灾情最严重的广德、太平
，协同当地官员到民间察看，并授予当地长官开仓救灾的权力，从而使灾民得到了及时解救。
当他完成救灾使命，离开广德时，当地百姓数千人送至郊外。
有人指着道旁的坟墓哭泣着告诉他，这些是往年饿死者的墓地.若无真公，我辈早已相随入此矣。
　　接着，真德秀又下令废除了太平州私自创设的大斛，减轻了官府和地主对农民的超额剥削。
在任期间，真德秀还弹劾了新徽州知州林琰、宁国知府张忠恕贪污赈灾米的罪行。
自此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更为提高。
原来那些讥笑他为腐儒的言论，顿时烟消云散。
　　真德秀于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首知泉州，绍定五年至端平元年（1232-1234年）再知
泉州。
　　庆元（1195-1200年）以前，泉州港田赋丰足，舶货充羡。
庆元以后，吏治败坏，地方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对海商的盘剥，无所不用其极。
官府假“和买”之命搜刮舶货，甚至不给货款，对蕃舶肆意掠夺，严重损害了泉州港的声誉。
加之南宋中后期，海盗猖撅，沿海居民和商旅深受其害，严重影响海上贸易。
商人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比年蕃舶颇疏，征税暗损”。
舶税收入下降到年仅十多万缗。
　　为重振泉州海上贸易，真德秀与市舶提举赵崇度、军州事章徕一道，着手整顿泉州市舶司。
革除积弊。
采取有利于促进海商贸易往来的经济措施，“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严戒官吏未经批准
擅自购买舶货，狠刹重征勒索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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