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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总纲，表现出“贵义”、“尚利”的功利主义特

点，符合变动时代人们的利己心态和实际倾向。墨家坚持“志功合一”的道德评价原则，把能

否“利天下”作为衡量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并且以切实行动坚持贯彻以社会为本位的崇

高道德原则。当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必要重新研究和挖掘墨学所倡导的合理道德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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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研究和挖掘墨学所倡导的道德理想，对

完善并重构当代道德价值体系、完善中华民族文

化的优秀内核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墨家的道德理想：兼相爱、交相利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以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急

务或终极目标，墨学在创立之初提出治国方案的

根本目的亦在于此。墨子处于一个社会大动荡、

大改组的时代，一方面社会发展中各种新兴事物

纷纷涌现，表现出强劲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急

流汹涌必使沉渣泛起，社会的各种弊端和阴暗面

也暴露无遗。“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思想的

总纲，“兼爱”观是我国伦理学说史上的一个新发

展，墨子之所以提出“兼爱”的道德理想，并且不遗

余力地广泛宣传“兼爱”，原因就在于他把各种社

会弊端的总病根归因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

（一）“兼爱”原则。兼爱，是墨子伦理思想的

内核，是墨学特有的伦理范畴，也是墨子学说的基

本论题之一。兼爱理想贯穿于墨子的全部学说，

是墨子终身的热忱向往和忠实追求。墨家的“兼

爱”指普遍平等的爱，即不分亲疏贵贱、无所等级

地给予一切人无差别的爱。为此，墨家极力反对

和抨击儒家的“爱有差等”的“爱人”思想，主张以

兼爱代替偏爱。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墨子是提

出“以兼爱代替偏爱”命题之第一人。为了阐述

“兼爱”的思想，墨子提出了“为彼犹为己”，即为别

人就像为自己的道德原则。做到处处替别人着

想，为人之所为、急人之所急。这种原则的出发点

是以“为彼”先，即把为他人放在第一位。墨子认

为，正如《诗经》所说：“无言而不售，无德而不报”，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如果真正贯彻了“为彼犹

为己”的原则，自己先为他人，他人也会对等地给

自己回报：

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

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

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墨子·兼爱中》）

吾必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

我以爱利吾亲也。 （《墨子·兼爱下》）

现在看来，墨子对兼爱学说的论证，是理智性

的。墨子以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实践材料，理性地

说明了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爱他人、牺牲个人的利

益，会对整个社会群体带来更大的益处，从而归根

到底也给自己带来好处。墨子还考察到，每个人

的有理性的选择，所构成的群体活动的结局有时

确乎是非理性的。这正像大家一起走路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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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认为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最终大家

却都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墨家制订和论证“兼爱”

的原则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让大家遵

守，其论证的思路是理智的，因为墨家努力使人相

信“兼爱”是为了使整个社会获取最大的效益，这

种效益首先是相对社会总体而言的，而某个人的

利益可能会受到限制甚至伤害，但若要从最终意

义上讲，对个人也是有益的。

“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

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

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

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墨子

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墨家

“兼爱”学说，注重了“兼爱”学说的理性基础和逻

辑方法更是给现代道德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与新方法的传统资源与依据。这就是，面向 &! 世

纪中国现代道德的重新制订和完善，可以从墨家

对“兼爱”伦理观的论证方法中寻求其中的“实践

理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可给我们新的启迪是，绝

不能从某种抽象的原则或理论设想出发，而必须

从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从理性或道德

合理性的维度出发，给现代道德规范进行新的合

理性的论证。

（二）“交利”原则。墨子常把“兼相爱”和“交

相利”并提，并且把“兼爱”原则展开为“兼相爱、交

相利”，认为爱人应以利人为内容和目的。在何谓

义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儒家认为“义”以礼为最高

标准，认为凡符合于礼的言行即是“义”，把“利”理

解为私利、私欲，认为对于“利”的追求必然会妨碍

“义”的实行，在道德价值观的范围内把“义”和

“利”对立起来。墨子则不同，既“尚利”又“贵义”，

主张“义”以“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而所尚之

“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认为“利

人”、“利天下”是仁者从事的最高目的。墨子“尚

利”，不仅把“利人”、“利天下”作为“义”的内容即

善恶标准，而且还把“义”看成是达到“利人”、“利

天下”的手段，提倡“贵义”，认为“万事莫贵于义”，

把实行仁义道德看成是天下第一位的大事，把义

视为最为贵重的东西。这样，墨子就把“义”和

“利”统一起来，形成了义利统一的功利主义道德

价值观念。

在墨家看 来，“有 爱 而 无 利，乃 客 之 言 也。”

（《墨子·大取》）这里的“客”是指对立面。空谈仁

爱而不讲实际利益，是墨家论敌的观点。为此，墨

家义利同意的思想与儒家义利分裂的思想常处于

针锋相对之中。受传统习惯思想影响，耻于言利

往往是中国人畸形人格的具体表现，这种伪善的

心态无疑妨碍了中国人对科学的探索和对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而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

进行全面考察之后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

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今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交利、双赢”早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发展的黄金法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全面进

步，但由于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及其本身的发展

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在自发市场机制的支

配下，就可能甚至必然在某些方面造成对人的主

体价值和需要的排斥，产生异化等不利于人的发

展的消极后果，还必然造成背离人类某些法则如

公平、同情等的不道德后果。另一方面，“经济人”

的行为目的是为赚取利润，如何确定市场经济中

“经济人”行为的善与恶及如何解决市场经济所带

来的对道德的冲击这个问题，是目前我们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首先，墨子是以对人是否有利作为善恶与否

的标准。“利”是目的，“义”是手段。“义”———善，

必须与人们的利益要求相联系，是外部现实性满

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属性，反之则为恶。这也适

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决定了市场行

为主体———“经济人”的行为目的，是为赚取利润，

实现利润、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

是，“经济人”求“利”必须是建立在利他、利群至少

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在“利

他、利群”至少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基础上的

“利”，才是“义”———道德上的善，反之则为恶。这

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也颇为相似。

其次，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利益对等的

道德原则。这对我们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惟利是

图、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现象也有很大的

帮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是个天生的平等

派”。“经济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服从等价交

换的法则。如果“经济人”在市场行为中奉行“惟

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原则，那么最终损害的还是

“经济人”自身的利益。对于此类思想行为，我们

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因于市场经济，而这恰恰是市

场经济体制本身不完善的表现。市场中各项规

则、管理举措、法律规范不健全、治理不当、地方保

护主义等，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另外，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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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本身素质不高有关。因此，要搞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我们一方面要进一

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加强市场法律法规建

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国民的教育力度，提高全

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特别是道德教育，使道德由他

律变为自律，使“经济人”在市场交往中自觉地遵

守市场规则，求“利”而不损“义”，形成良好的道德

风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道义支持。

二、墨家道德评价原则

动机与效果是一对关于道德评价的基本范

畴。在道德评价中，关于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

果的关系问题，墨家在义利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提

出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志”（动机）“功”（功效）统

一的道德评价原则 。所谓：

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

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

焉。 （《墨子·鲁问》）

可见，有其功未必有其志，有其志未必有其功。墨

子建议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考察人的道德行

为，一个人能否称为“仁者”或“义士”，不仅要看他

做了什么好事，还要看他究竟为了什么而做好事。

在效果不明显时，动机是重要的，动机一致，则要

看效果如何，看谁发挥的作用大。

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志功这

对范畴，第一次提出以功利的原则作为评判人的

道德行为的尺度，为后来正确地理解动机与效果

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方向，这是对中国伦理思想的

又一贡献，值得今人借鉴。首先，一定要注重人们

实际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

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空谈人的主观愿望是没

有用的。同时，决不可采取对人们行为的动机不

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梁漱溟先生在《人心与

人生》中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自觉

的、有理智的，这恰恰也证明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

配的，在行为开始前就存在的一种目的性意识。

如果在主观动机上完全是利己主义，那么其行为

的客观效果很难保证是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

三、墨家的人生价值观：以社会为本位

的利他主义

就墨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言，他们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以人的劳动本质为

基础提出了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

（一）人的本质：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当涉及

到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关

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如何解释人的本质，决定了

如何界定人的价值，又直接关系到确立什么样的

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关于人的劳动本质的学

说别具一格。他们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规定为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认为人是“赖其力者

生”，不依靠劳动就不能生存。人之所以为人，就

在于他要进行生产劳动；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他离

开了生产劳动，就背离了身为人的本质。在这个

意义上，人无论怎样都是平等的。墨家这种人的

劳动本质说，为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在墨家看来，既然人的本质在于从事物质生产劳

动，那么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就要从

事生产，付出自己的体力或智力，以保持自己的生

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由此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生活。

这样的思想即使是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道德原则：以社会为本位的利他主义的

道德原则。在人的劳动本质基础上，墨家表现出

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坚持

的是道义高于利益的价值观。在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中，墨家的价值取向是对社会有利；在个人与个

人的价值关系中，墨家坚持的是利他主义的道德

原则；在奉献与索取的价值取向之间，墨家选择了

奉献，坚持一种义高于利的道德价值取向。

相比较墨子的时代，如今的社会已经大大的

进步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劳动

平等，人们对社会的奉献大体能够得到合理的回

报。个人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权益的统一已具备基

本的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

的特征使得社会上依然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

配、按劳取酬的原则并未得以彻底实行，在一定范

围和程度上还存在剥削现象。那么，在这样的历

史时期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并发扬墨家无私奉献的

精神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坚持做到义高于利、

“道义高于俸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原

则，这将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古人在异常艰

难的条件下尚且能够具备以社会利益为重的高尚

价值观，今人还有何理由一味排斥拒绝呢？

（三）人的行为准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通过了解墨家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学说，可

以想象出墨家所实行的是怎样一套不为常人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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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行为准则，并且可以取其精华为新时代的道

德建设所用。

第一，“自苦而为义”。墨子为了实现仁义而

自讨苦吃的事迹，在华夏大地远近闻名。为了能

为天下谋利益，墨子提倡“自苦”原则。孟子曾经

赞叹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

子·尽心》）这种“自苦而为义”不正与如今所提倡

的“艰苦奋斗”一脉相通吗？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

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虽形骸枯槁也孜孜追

求不舍的精神与作为，不也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

的吗？

第二，“为义非避毁就誉”。墨子“为义”，脚踏

实地为公众谋利益，不是为赢得别人的称赞而在

人们面前表现自己，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诋毁流言

而退缩。墨子曾经劝戒别人，“为义非避毁就誉，

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认为“为义”不是要避开人

们的毁谤而企图受到人们的赞誉。这深刻体现出

墨子“为义”完全摒弃了计较个人得失荣辱的心理

因素。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国自古以来对官

员的称赞和要求，而要做到“造福一方”就必须干

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努力工作造福人民。对于那

些为贪图虚名只注重表面文章的领导人，墨子的

“为义非避毁就誉”的准则是使他们清醒的良药，

使之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为了人民谋利益，

那么就不能考虑个人的荣辱，只盘算自己在任期

内能留下什么“纪念碑”，那么这样的领导就不是

真正在为老百姓谋利益，就不是称职的领导。

第三，“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

在墨子看来，言行不一是社会道德混乱的表现，既

然口头上讲仁义，那么就应该身体力行，以仁义之

道修养身心、治理国家，建立个人与他人、个人与

社会之间的理想秩序。同时墨子还要求人们做到

行必言，即要进行宣传工作。追古思今，联系当今

社会状况，对于高尚道德应做到“口言身行”并切

实进行热心宣传，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

该积极提倡的。

第四，“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庄子·天

下》）为了实现仁义，墨子及其弟子都具备不怕死

的大无畏精神，对此，《淮南子·泰族训》曾有介绍：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

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其门徒因参加防御战争而死，墨子认为死得其所，

并用这个道理说服家属，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

说明墨子“为义”具有超越生死、不怕牺牲的精神

境界。墨家这种奋不顾身、见义勇为的高尚精神，

与如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内容正

相吻合，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应该大力提倡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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