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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对君子而言，财产之类的利益，应该是

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对小人而言，他

们放弃个人修为，一生忙忙碌碌只为了

追求财富，忘记了人生的意义。正如《大

学》中所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

以身发财。”可见，先秦儒家强调“公”

和“私”的区别，认为只有超脱个人得失，

做到心中有他人，以天下为重，才能走

向“义”的境界。

  主张民本仁政

君子以义为先，并不意味着先秦儒

家完全否定“利”的意义。“君子”和

“小人”在先秦有着两种含义：一种是

指人品行修养的不同，君子是有德之人，

小人是无德之人；另一种隐含政治地位

的区别，君子是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

小人指普通百姓。因此，先秦儒家对于

义利关系的讨论不局限于个人修养，而

上升到政治层面，探讨如何能够平衡“义”

和“利”的矛盾，进而实现善治。义利

观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政和民本思想

紧密相关，主张不能简单用道德说教方

法来统治，还要满足老百姓对“利”的

需求，这是仁政的前提。

在先秦儒家看来，对有修养的人来

说，仁义就像日常需要那样不可或缺。

《论语》中主张，喜爱仁义就应该像喜

爱美食那样自然。但是，这只能是对君

子而言。普通百姓在面对利益时，可能

难以严守道德标准。遇到此种情形，儒

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民本政治，强调

反思为政之道。孟子说，“及陷于罪，

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在《论语》中，曾

子提到，当法官（士师）遇到老百姓犯罪的情况，

即使坐实了其罪行，也应该考虑为政者的过失。“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子主张，不可只惩罚罪恶行为，而不去考虑百

姓生计的困难，“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仁政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应重视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庸》中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

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仁政的第一步，先

要解决老百姓急迫的温饱问题。就如《孟子》

中所说：“明君制民之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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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方可通过

礼乐教化来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史记·管晏

列传》也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且顺序不可颠倒，否则一切礼乐教化都无法产生

作用。同时，统治者也应该以百姓之利为利，而

非谋求自身财富的聚敛。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

出于战争需要，强迫百姓开垦荒地。儒家对这种

现象深恶痛绝，因此提出了“以义为利”。《大学》

中指出，“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

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四书对“义利之辨”的解释，体现了先秦儒

家义利观的丰富内涵。其“义利之辨”既有对个

人修养方面的强调，又有其民本仁政的意义。对

于个人修养来说，“义利之辨”的意义在于强调“公

心”对“私心”的超越。要想成为君子，应该做到“仁

以为己任”；对于为政治理而言，统治者不能简

单说教，应以满足百姓物质需求为要，做到义利

兼顾。四书中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修

身和处世哲学，展现了儒家先哲的风骨和智慧，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志趣、价值选择以及安

身立命之道，值得后世不断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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