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孟子》义利观的基本内涵

《孟子》义利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描绘了孟子

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可动摇的救世情怀，反映了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因此，从“修身”和“平

天下”两个角度谈《孟子》义利观的基本内涵尤为重要。

( 一 ) 从“修身”的角度谈义利观

（1）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什么叫大正志气？广

博大气，非“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至大至刚”、

坚定刚强，正心诚意之养，不得贻害。“浩然之气”

是充塞天地之气，其养法是“配义与道”，若非如此，

必是萎靡。当今所推崇的“正气”“骨气”“气节”，

就是孟子提倡的“浩然正气”，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鼓励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如文山先生

文天祥留下了“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的豪迈诗句；

也是无私无畏、正气凛然的英雄气概，激励着无数共

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舍生忘死、奋斗终身。

（2）崇义善道，舍利取义。面对“利”与“善”，

《孟子·尽心》言：“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

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

无他，利与善之间也。”鸡叫就起床勤勉行善的人，

跟舜是一类；鸡叫就起床殷勤求利的人，跟跖是一类。

区别在于前者“为善”，后者“逐利”。人要崇义尚

道，多多行善。《孟子·告子》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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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命”与“义”，孟子毅然

决然选择了后者，其舍生取义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既感化着人们，使其在心理上构建起坚强

的防线，维护其尊严，筑牢其精神；又激励着人们在

遇到灾难祸乱时能够高擎大义之旗，赴汤蹈火、无所

畏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整个社会被浩然正

气充盈着，人性中的坚强美好也愈发凸显。

( 二 ) 从“平天下”的角度谈义利观

（1）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孟子·梁惠王上》

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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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诱导百姓，纵使其

惹是生非、任意妄为，然后再施加刑罚，这在孟子眼

里无非是设下罗网陷害百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

恒产者无恒心”，恒产应该是生命、生活和家庭，是

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平和、国家长治久安，如此

才能保持一颗侍奉父母、呵护妻子、关爱黎民的恒心。

仁义流行，天下太平；以义为利，社会安宁。贤人以

诗书礼乐、尧舜之道为乐。历史上，凡统治者与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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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统治时间不会长久。爱民就是惠民，不是移民。古

时战争规定，逃跑五十步以后，不能再追杀逃兵。正

义的战争是不会有逃兵的。实行仁政，人民

幸福，人口增长，国家才会真正强大。

有恒产的老百姓才会有道德心。让

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少有所学，

每个人接受教育，既学谋生之学，

又学谋生之道，则天地泰宁。

（2）以义为先，以身作则。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上

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认

为，如果国君只看重利益，把义放

在利之后，不讲仁义，那么下面的大

夫及老百姓也会只顾利益，国家就会陷

入危险。如此看来，将孟子思想运用到团队协作

中，可以给领导者定下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合理形

象，可以引导其以身作则、管理团队、赢得民心。孟

子思想不仅适用于团体合作，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治理。

若过于看重自身利益，将利益凌驾于仁义之上，只会

导致恶果：自私自利、相互争斗，涉及自己的利益时

蜂拥而至，不涉及自己的利益时漠不关心。因此，学

习孟子思想有助于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乱”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各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积极以互联网为载体发挥共青团、学生会的作用，

采用健全师生谈心制度等措施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改革创新。但现下仍存在教育乱象，破坏了人与

人之间美好和谐的关系，甚至扰乱了社会秩序。

( 一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坏身”

（1）揠苗助长。“浩然之气”是义之聚合而生，

而非一两个义举可得。行动上偶有不义于心不悦，则

萎靡下来。不可不明义，将义视为外在；必是一事业，

不可一时不正；心中不忘，也不可急于求成，不学宋

人揠苗助长。天下不急于求成的人极少，如种苗不护

理的人，认为养气无用而不养，非但毫无益处，还疾

病滋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就业压力不断增

大，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高校

一味追求高标准考研率，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部

分大学生怀着“临时抱佛脚”的念头，平时无故旷课、

期末熬夜冲刺，企图以“年”为单位的备考达到四年

稳扎稳打的学习效率。揠苗助长、急于求成的人非但

毫无收获，恐怕还会落得两手空空。欲速则

不达，凡事讲究规律，切不可操之过急；

不争质的飞跃，但求步伐稳健、步调

有力、厚积薄发。

（2）追名逐利。《孟子·公

孙丑》中有这样一段话，“公

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

道乎？’曰：‘非也。于崇，吾

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

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

久于齐，非我志也。’”孟子认为，

士而受禄，礼也；不受齐禄，义也。君子

行礼义视情而定，公孙丑有失恰当。如果不符合

道义，“一箪食”也不能随便接受；如果符合道义，

那么尧把天下交给舜也不为过。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或

者辅导员，在专业领域任教，应具有主动性和责任担

当能力，而非为了所谓的升职加薪和利益资格去拓展

知识、传授知识。功利性不是教育的目的，教师的思

想应该是纯粹化的，不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事物。因此，

当务之急是加强师德建设，建立师德标准，组建政治

坚定、教书育人的教师队伍。无是无非，无善无恶，

无头有尾。没有私欲利益，不利用善恶去做损人利己

的事，没有分别心。

( 二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扰天下”

（1）政治立场不坚定。《孟子·尽心》记载：“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士大夫面对不

同的人生遭遇会有不同的追求，他们既恪守孔孟之道，

也遵照老庄之学，为天地立心，也为生民立命，更为

自己营造收放自如的进退空间。关于青年人对政治的

认识，有两种倾向应该引起重视：一种是讲起理论侃

侃而谈，涉及具体问题时却无从下手；第二种是认为

自己离政治较远，所以不关心国家国事。这两种倾向

都脱离正轨，应该引以为戒。各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入

党积极分子时，要提升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道德水平，

使其内化“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四心，外显“仁、义、礼、智”四德；要加强党风廉

政教育，了解入党积极分子思想动态，纠正其不良倾向，

筑牢其底线思维；要培育入党积极分子的民族精神，

总第 224 期 德育理论与实践

105



使之成为“不淫、不移、不屈”的大丈夫。青年人应

该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

社会主义制度，爱党爱国爱人民。

（2）缺乏仁义之心。《孟子·告子》中将“利”

与“义”结合起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

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

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在孟子看来，不管是谁，行仁义，则光鲜荣耀；

不行仁，则臭名远扬。一个人若怕挨骂，却不改邪归正，

居统治之位，而不做仁义之事，如同害怕潮湿，却趴

在水洼中不肯爬出来。好人在位，贤才是举，国家才

太平，才使人心悦诚服。部分高校为保障学生安全因

地制宜制定了校园管理制度，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但是部分高校管理依然存在隐患，缺乏仁义之心：职工、

教师以及后勤人员不遵守校园管理制度，无法以身作

则，导致校园管理制度的落实效果达不到预期。校园

管理只有遵循客观规律、符合价值理念、体现人文关怀，

“仁义”才会在人与社会的共生中得以充分实现。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治”

面对市场环境的追名逐利，社会价值观念呈现出

多样性，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与传统价值

观产生冲突。虽然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但仍有个别学生存在一

定的问题。大学生要勇于追寻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和坚持不懈的求索精神，高校管理层要身体力行地制

定相关措施并在日常管理中有效实践，从而促使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时代化、普及化。

( 一 ) 从“修身”的角度谈教育方法

（1）志气与道义相结合。《孟子·公孙丑上》将

志与气结合起来，“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重视“养浩然之气”，认

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其养法是“配

义与道”。因此，要将志气与道义相结合，并应用到

高校教育中，培养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的

品格；重视知识和道义，培养“志于仁义；存心向善；

常怀忧患；重耻知辱；戒除乡愿；志向远大；出仕以

道；养浩然气；忘人之势；困达不变”的“十端”人才；

提倡奉献和责任，引导大学生肩负起建设祖国、服务

人民的历史重担，做一个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人。

（2）利益必须符合道义。《孟子·万章》记载，“天

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行仁义，是行自然之道，

行得通，则是天择；舜之德合于天，天择之，行归于

仁，则天下与之。由此可见，孟子并非否定一切“利”，

而是否定非“义”之“利”。义利之辨的关键不在于

要不要“利”，要多大“利”，而在于所要之“利”

是否符合“义”。加强对大学生义利观的教育，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调

节能力，帮助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义利观，提升教

育效果。

( 二 ) 从“平天下”的角度谈教育方法

（1）爱党、爱国、爱人民。高校要把党组织的思

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并且要与时俱

进，不断改进相关措施；鼓励学生深怀爱国之心、砥

砺报国之志，主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学生

应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

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坚决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为党和人民奉献。

（2）诚意、正心、平天下。如果每个人只想着自

己的利益、自己的快乐，怀着个人主义和利益主义的

信念，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快乐，还会造成十分严峻的

后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大学生树立社

会责任心，主动维护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孟子的义

利观无论是对当代大学生，还是高校管理层都很有启

发：传承中华民族义利观，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弘

扬淡泊名利的时代精神。（作者单位系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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