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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义利统一, 以道义为重, 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 重视公利 (民之利 ), 提倡个人私

利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等积极思想,对于当今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

展, 建构和谐社会等仍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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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观是道德与物质利益之关系问题,是人

们从生产、交换等社会实践中概括和反映出来的、

直接影响人们价值取向的伦理道德之基本与核心

问题。义利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于一

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 也必将随社会生产

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先秦儒家十分重视 /义利之

辨 0。孔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适也, 无莫

也,义之与比。0/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0
[ 1]里仁

关于 /义 0, 5论语 624次提及, 5孟子 6 108次使用;

即便孔子 /罕言利 0,
[ 1]子罕

而5论语6言 /利0亦有 9

章, /利 0字 11次见, 且孔子言 /利 0多为义利对

举。所以朱熹说: /义利之说, 乃儒者第一

义。0
[ 2]卷 24

/事无大小, 皆有义利。0/学无浅深, 并

要辨义利。0
[ 3]卷 13

先秦儒家对义利关系进行考量

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

一  义利相存,以义制利
孔子所谓 /义 0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 与

仁、礼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孔子以为 /仁 0乃一切

道德的源泉,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0
[ 1]学而

/礼 0这一道德的外在表现

形式的内在根据也是仁, /克己复礼, 为仁。一日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 0

所以, 君子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

勿动。0
[ 1]颜渊

而且,能将各种美德推行于天下的亦

算作仁, /能行五者 (恭、宽、信、敏、惠 )于天下,为

仁矣。0因为 /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0
[ 1]阳货

在孔子看来,

/义0如同仁,无疑也属于根本性的道德范畴, /君

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 0
[ 1]卫灵公

显然,孔子力主的仁、义为抽象的道德

判断标准,正因如此, 君子的品行将受 /义 0节制。

5论语 #子罕 6云: /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

惧。0
[ 1]
此所谓智、仁、勇乃君子之优秀品质, 但孔

子力主 /君子义以为上0,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0
[ 1]阳货

即勇只有受 /义 0节

制才是善的, 反之, 勇不但不能为善, 还将扰乱社

会, 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直、忠、信等操守也要

受 /义0制约,当然, /利0也不例外,否则就很可能

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

伦理学说中, /义 0是人的行为节制机制, 它遏制

人的恶, 导引人们向善而行。

儒家重视 /义 0, 但不排斥 /利 0, 以为 /德义,

利之本也 0。
[ 4]僖公二十七年

孔子提出了 /义以生利 0的

命题, 5左传 # 成公二年 6载孔子言: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0
[ 4]
道德之大义

用来产生利益,换言之, 道德追求和崇尚是产生物

质利益的根本。 5国语 6亦有所云: /夫义所以生

利也 , , 不义则利不阜。0
[ 5]周语中

/民之有君,以治

义也。义以生利, 利以丰民。0
[ 5]晋语一

/夫义者, 利

之足也。0/废义则利不立。0
[ 5]晋语二

孔子对正当的

物质利益的追求欣然为之: /富而可求,虽执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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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吾亦为之。0
[ 1 ]述而

他承认追求物质利益乃人之

常情,但又强调这种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

应该受到道义节制: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0
[ 1]里仁

义与利之所以能并存, 是因为求利行为符合

/义0的道德规范,对整个社会而言总是有利。而

于个人,义利常有冲突的可能, 若以 /趋利避害 0

的本能作出选择, 则会损害 /义 0。因此, 孔子提

出在义利冲突的可能情形之下, 应该 /义以为质 0

和 /义以为上 0,即确立伦理道德在社会价值体系

中的本体论地位,并以之为行为的根据或出发点。

先秦儒家始终认为 /义 0有利于维护社会的整体

利益, 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荀子进一步提

出 /以义制利 0的命题。他说: /义与利者, 人之所

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然而能使其欲

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

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0
[ 6 ]大略

/义0是人们

不可或缺的道德追求, /利 0也是人们不可缺少的

物质需要,义与利俱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

性。尽管如此,这种好利之性还是应该有所制约:

/以义制事, 则知所利矣。0
[ 6 ]君子

/以义制事0 (以

义制利 )的终极目标就在于通过道义来制约和规

范人们的各种行为, 从而达到 /天下大治 0, 即所

谓 /得礼义然后治 0。
[ 6]性恶

荀子认识到礼义本身可

以调节社会结构中不同个体的关系, 可以确定 /度

量分界 0,
[ 6]礼论

合理分配物质财富,避免和消除纷

争,保证社会稳定。 /义 0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更为

根本、更为恒久的利, 因此, /以义制利 0既可保证

国家和社会稳定, 又使整个社会及个人都得到真

正的利益。

二  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孔子曰: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

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0
[ 1]宪问

/成人 0乃道德完

善者之谓也。孔子认为, 要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

人, 首先应该是 /见利思义 0的。所谓 /见利思

义 0,是指道德需要即 /义 0在与人的其他需要如

/利0的比较选择中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这种优

先考虑往往发生于利与义产生矛盾的情形之下。

而且, 只有在利与义的矛盾危及到 /义 0这个根本

时,才会有 /舍利取义 0甚至 /舍生取义 0的极端方

式,一般则是 /重义轻利 0。孟子曰: /鱼, 我所欲

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

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0
[ 7]告子上

生命和道义为

人生之最大利益、最可宝贵者, 当二者发生矛盾、

不可兼得时,孟子主张牺牲生命而保存道义,孟子

/重义 0由此可见一斑。荀子云: /请成相, 道圣

王, 尧舜尚贤身辞让, 许由、卷善, 重义轻利行显

明。0
[ 6]成相

荀子赞赏许由、卷善, 因为他们不肯接

受尧、舜之辞让,以为其行为是 /重义轻利 0, 正大

而光明。孔子所谓 /君子义以为上 0, /上 0意即崇

尚、尊贵, /上义 0也就是重义。

所谓 /轻利0, 并非要人们不讲 /利 0, 更不是

鼓励人们 /舍利 0,它只是相对于 /义0而言处于人

们需求的次要地位。孔子肯定了个人物质利益是

/人之所欲0;荀子认为 /义与利者, 人之所两有

也0,是尧舜等圣人也不能 /去之 0的存在。然而,

现实生活当中总有以 /利 0为私欲满足的 /见利忘

义0、/惟利是图 0行为存在, 之所以会出现置伦理

道德于不顾的行径,在孔子看来, 最根本的原因就

在于这类人没有意识到在人类需要层次中还有比

物质利益需要更高的也是更为根本的需要, 即道

德需要。因此, 在 /两有 0之中, /义 0被先秦儒家

置于价值取向之优先考虑的地位, 也就是第一性

的地位, /利 0则次之。如果 /放于利而行, 多

怨0,
[ 1]里仁

即以 /利 0为行为的出发点,会有各种怨

恨;而 /多怨 0环境也难以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

化。若从 /利 0的最大化以满足人和社会的需要

出发, /义 0被置于第一性地位是必要的。

儒家权衡 /义 0 /利 0之轻重常以 /先义后利 0

为思想导向。孟子曰: /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

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0
[ 7]梁惠王上

意即如果

以 /利0为先而后讲 /义0,人之贪欲将永远没有满

足之时;如果以 /义 0为先而后讲 /利 0, 人人得到

满足,则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和谐

的, 统治者也会得到最终的利益。可见, /先义后

利0优胜于 /先利后义 0, 道德价值之取向优先于

物质价值的取向。孟子所谓 /何必曰利 0, 也不是

真的不要利、排斥利,他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

发, 强调统治者要以 /义 0为先,以仁义治国, 而不

要孜孜以求利。荀子以 /先义 0/后利 0区分荣辱:

/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0
[ 6]荣辱

但将

/义 0提到何种高度, 则是先秦儒家所共同关注

的。孟子崇尚 /义 0, 主张 /舍生取义 0, 这是个人

道德修养的标准;在荀子, /义 0不仅是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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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立国的根本。 /为天下之要, 义为本,而信

次之。0
[ 6]强国

/义0作为治国的根本法则,就在于它

可以 /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

调于民者也。0
[ 6]强国

如果 /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

利,则利克义。0
[ 6]大略

价值取向不同, 治国效果肯

定大不一样。

三  利民之利,取之有义
先秦儒家关切民之利, 强调社会公利高于个

人私利,认为人生的道德价值在于为社会谋福利,

在这一点上,义利是一致的。 5尚书 # 五子之歌 6

曰: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0
[ 8]
因此, 孔子认为对

于民应该先利之、富之, 然后教之;并以 /惠民 0为

从政的 /五美 0之首, 主张 /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 0;
[ 1]尧曰

/利以平民 0;
[ 4]成公二年

求长治久安之众

人大利,这种价值取向是其民本思想在义利观上

的具体体现。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认

为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

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0
[ 7]梁惠王上

民无

一定的利益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有仁爱的君主应该利民之利、制民之产: /必使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

于死 亡; 然 后 驱 而 之 善, 故 民 之 从 之 也

轻。0
[ 7]梁惠王上

/义0作为内在修养标准,是对个体而

言的;作为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 则应求公利,民

之大利。荀子继承了孔孟的爱民、富民思想, 提出

/上下俱富0,
[ 6]富国

/兴天下之同利 0(5正论 6 )的主

张。
[ 6]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

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

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

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 取天

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 保社稷

也。0
[ 6]富国

使民众得利、富裕,并爱护他们, 就能得

天下、保社稷。

在义利的价值取向上, 先儒郑重提出了 /取之

有义0的命题,即以 /义 0为物质利益取舍的准则。

孔子认为富与贵是 /人之所欲 0, 但对富贵的追求

应该合乎道义的要求,不可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0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

浮云。0
[ 1]述而

因为一旦仅仅以 /利0本身为出发点,

而不以 /义0去约束利, 则往往会导致不良的行为

后果: /放于利而行, 多怨。0另一方面, /邦有道,

贫且贱焉, 耻也;邦无道, 富且贵焉, 耻也。0
[ 1]卫灵公

意即对物质利益的鄙薄与否, 是以国家是否 /有

道0为前提的, 如果在 /邦有道0的时代仍过着 /贫

且贱 0的生活, 则是可耻的;在 /有道 0之世追求

/富且贵 0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正当的。所以, 孔

子赞赏 /取之有义0或 /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0这

一行为准则,
[ 1 ]宪问

并以此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要

求。可见,孔子并非抽象的道义论者。这种价值

取向与他所提倡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

达而达人 0的仁爱思想是统一的。
[ 1]雍也

孟子自觉地将 /取之有义 0作为行为准则,

/非其道, 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

之天下, 不以为泰。0
[ 7 ]滕文公下

认为对利的取舍, 要

以道义为准绳。如果不合于仁义之道, 就是接受

别人一筐饭的馈赠也不可以;如果合于仁义之道,

舜即便接受了尧的天下, 也不以为过分。孟子对

伊尹以道义而不是以金钱为取舍原则帮助商汤取

天下的行为大为称赏, /非其义也, 非其道也,禄之

以天下, 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 非

其道也, 一介不以与人, 一介不以取诸人。0
[ 7]万章上

换言之, 对于 /利 0的追求, 凡符合道义之行为准

则者,但取无妨。若以惠民利民为出发点, 坚持取

之有义, 那么,社会和谐,国富民强,大有可望。

综上所述, /义 0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和规范性

的统一体,它所关注的是主体的行为活动在什么

性质和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道德需要。简言之,

就是在特定的行为活动中, 是否作出了符合道德

的价值判断。 /利0作为满足主体客观需要的物

质价值, 它所关注的是主体的行为活动在什么性

质和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要,简言之,就是

在特定的行为活动中, 是否对行为活动及其结果

做出了符合道义的选择, 进而追求和实现一定的

物质价值。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义利统一, 以道义

为重,义高于利 (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 ), 重视

公利 (民之利 ),提倡个人私利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等积极思想,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

力, 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 建设和谐社会。若 /天

下攘攘, 皆为利往 0,
[ 9 ]货殖列传

不以道义去制约 /熏

心0之利欲,必将物欲横流, 矛盾激化, 道德沦丧,

社会安定也就无从谈起。新时代的 /重义轻利 0

价值观,是要振兴中华为时代道义和历史责任,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利 0, 是个人利益与群

体利益的统一, (下转第 1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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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地盘绕在古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而竞技作

为一种受意识支配的外在行为, 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它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与竞技之间的关系向我

们生动地揭示了神话与体育的关系:神话作为民

族文化的结晶, 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势

必会深深烙刻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上。因此, 我

们也可以借助神话这宝贵的资源来探索不同民族

的体育起源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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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利0显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不利于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因此,不管是 /见

利忘义 0,还是 /重义弃利 0,都不可取。但在构建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进程中, /义0与 /利 0谁为第一

性,仍可探讨。对于当今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建构

和谐社会等仍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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