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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哲学依据、
理念内涵及其实现

郭敏科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朴素愿望。 儒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

概念,但在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中包含着对共同富裕这一普遍价值的儒学表达和有益探索。 当

前学界虽关注到共同富裕与传统文化方面的联系,但对儒家“为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何种共同富裕”“如何实

现共同富裕”等问题及其支撑的哲学机理缺乏更为深入的探讨。 儒家对共同富裕的思考更多基于道德哲学的角

度,这主要有三点:一是就天道而言人道,以天道均平和仁爱之本作为共同富裕的哲学根据;二是采用道德正义的

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同步富裕;三是强调正当合德的致富方式以及兼济天下的共富理

念。 这些为我们当前推动共有、共建、共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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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

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

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

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1] 这一论断表

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

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发展动力,是其重要

的思想渊源。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共同

富裕无疑具有代表意义。 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 尽管古

代思想家并未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中

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对摆脱贫困和实现全民富裕的

追求。 他们对“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 “如何走向

一个好的社会”问题的思考蕴含着对共同富裕的有

益探索。
学界对共同富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已有一定

研究,目前的探讨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

的探讨,即将共同富裕与传统文化作为两个整体性

的概念进行考察, 如对儒学共同富裕的基本内

涵[2] 、特征及其当代意义[3] 以及借鉴等的探讨;二
是微观层面的探讨,即将共同富裕与现代化的某个

具体对象联系起来,阐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及其价值

转化,关注儒家的价值理念与第三次分配[4] 、慈善

伦理[5] 、弥合收入差距[6] 等方面的关系,更多侧重

于经济伦理层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更多在于阐明二者之间的某种内在

联系。 总体来看,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说明他们有

哪些有益思想,对儒家为何实现共富、实现何种共

富、如何实现共富背后的哲学机理缺乏更为深入的

探讨。 事实上,儒学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具有自身的

话语体系以及表达方式,它自身的理论构思具有内

在的完整逻辑。 纵观儒学的缘起发展、社会基础及

其理论特质,儒家更多从道德哲学角度来思考共同

富裕,这不仅使得他们的共同富裕具有更多的伦理

品格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也使得其在很多情况

下缺乏实现的可能,这无疑构成了其内在不可化解

的矛盾。 对此做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

步把握传统文化中共同富裕的致思理路和优缺点,
发掘有益价值元素,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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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共同富裕理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推
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哲学根据:天道均平与仁爱传统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包含对三个问题

的思考:一是就共同富裕的主体而言,是“全体人

民”而不是个别的某些人,这意味着富裕具有普遍

性和普惠性,这就要求万物平等;二是就富裕的存

在状态而言,它不是差异巨大的、不同步的富裕,而
是具有“共同”属性的富裕,这意味着富裕具有个体

与集体之间的同步性和关联性,这就要求万物相互

依存;三是就实现的根据而言,除了前两者的客观

依据以外,共同富裕的实现还需要主观依据。 共同

富裕毕竟是人类道德理想的体现,实现共同富裕必

须立足于对人之为人本质的认识。 儒家对共同富

裕的思考首先与对天道和人道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他们就天道而言人道,以天道均平作为共同富裕的

价值基础。 其次,他们通过肯定人之为人的仁爱之

心,进一步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主观依

据。 这不仅是他们“宇宙观—价值观”的图景展现,
也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旨趣所在。
(一)万物平等的生存前提

就生存属性来说,共同富裕的第一前提是万物

平等。 没有人人平等作为第一前提,那么全体的普

遍性和普惠性也就无从谈起。 普遍之所以在于普

遍,在于其蕴含着个体间的平等,是内在于个体间

联系的一种规定;平等之所以能够实现,恰在于它

的普遍,它意味着一种宽广的范围。 如果只是个

别、个体的平等,也就不存在普遍。 正因其广阔的

范围,普遍才延展开来。 普遍与平等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 因此,肯定万物平等,是万物得以共同进步、
共同富裕的前提。 儒家肯定这一点的方式主要集

中在万物的产生与灭亡的规律上,换言之,生与死

的平等蕴含了万物平等的根本基础。 就万物的产

生来看,万物在生命的初始形态上是平等的,万物

皆源于天地。 《周易》 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
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

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
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7] “天地” “万物” “男女”
“夫妇”“父子” “君臣” “上下” “礼义”其实表达了

一个基本的“宇宙—社会”演化图景。 天地生万物,
万物包括人类,故而在天地之下,万物是平等的,而
后才有人类社会的各种分别。 但即使是人类社会

的区别,也是处在第一前提“天地生万物”之后的。
因此,在人类努力追求的平等背后,还有一个更大

的强制性的平等———天地规定的万物生老病死的

基本规律。 由于宇宙的某种永恒的和超越人的生

存之上的属性,人的价值自然而然蕴含着对宇宙的

模仿,这也构成了人道效法天道的某种价值依据。
宋明时期,无论是张载所强调的“气”,还是二

程所强调的“理”,事实上都蕴含着客观规律。 “无

论是张载的‘气本论’、朱熹的‘理本论’,还是王阳

明的‘心本论’,气、理、心皆可看作是贯通天人的某

种方式。” [8]正是基于对此宇宙客观规律及其必然

性的认识,人们加深了对天地之下万物平等一体性

的认识,进而在道德哲学的关怀中,内蕴了共同富

裕的价值追求。 换句话说,在生死公正的必然性之

中内蕴着人人生而平等、死而平等的普遍平等价

值。 由此,万物平等,故而人人平等。 共同富裕的

价值追求不仅是天道的内在规定,也是人道效法天

道的必然选择。 正如张岱年所言:“天人相通的学

说,认为天之根本性德,即含于人之心性之中;天道

与人道,实一以贯之。 宇宙本根,乃人伦道德之根

源;人伦道德,乃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 本根有道

德的意义,而道德亦有宇宙的意义。 人之所以异于

禽兽,即在人之心性与天相通。 人是禀受天之性德

以为其根本性德的。” [9] 经由对宇宙客观规律的认

识得出人世价值之理,这一思考路径的隐藏逻辑

是:人的生存界限本然地决定着其价值界限,生死

公正之中蕴含着生也平等、死也平等的自然公正和

自然平等,这就是意义的内在必然性。 但值得注意

的是,儒家虽有抽象意义上的平等,但在时代具象

化的过程中,这种平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封建社会

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 实质上的平等很难

实现。
(二)相互依存的关系属性

就关系属性来说,共同富裕还在于万物的相互

依存。 如果万物平等解决的是天地与万物之间的

关系问题,那么相互依存解决的就是万物之间个体

与个体的关系问题,这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
如果万物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万物平等就无

法保证。 在违背了普遍性和平等性原理的基础上,
实现少数人的富裕也就是正当的。 如果万物是相

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仅仅某些个体的进步还不够,
还应该维持个体间一种共同进步的状态。 相互依

存就意味着个体总是与整体联系在一起,它们不是

相互脱离和割裂的,而是共同进退的。 正是每一个

个体构成了整体,整体本身也就是个体的组成。 因

而个体之间事实上基于整体这一桥梁建立了紧密

的联系。 因此,个体的进步就能促进整体的进步,
而整体的发展也能带动其他个体的发展。 正是因

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共同富裕成为可能。
《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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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10]38

天地之大的包容性体现在“万物并育”和“道并行

不悖”,体现在无形的“大德敦化” 和有形的“小德

川流”共同和谐存在。 如果“大德” 能够表征为一

种普遍性意义上的天地之德,那么“小德”对应的就

是每个具体的个体之德,二者的和谐存在则表明了

“中和”理念本身所内蕴的个体的差异性与整体的

普遍性之间的联系,即万物存在的多样性是整体存

在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实现整体性的目的并不意

味着消灭多样性,完成一种一致的统一,而是在保

有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发展。 正是因为个

体的共同发展,才构成了作为天地的大德。 个体之

德愈光辉闪耀,整体之德也就愈光明。 正是在这一

意义上,才有了儒家所追求的与天地合德、与鬼神

合吉凶的“大人”。 所谓“合”,最终就是晓畅义理、
直达天道,通过天之所命之性的挺立、生生之道的

贯通来昂然挺立于天地之间,成就“大人”。 如牟宗

三所言:“‘大人’又要‘与鬼神合其吉凶’,说明了

大人的生命,应与宇宙的幽明两面都能做到息息相

通的境界。 换句话说便是人生的幽明两面应与宇

宙的幽明两面互相感通而配合。 ……所谓‘大人’,
须以全副生命与宇宙打成一片。 如此,仁、智、圣的

本体不是封闭的,而是直往上通,与天命天道遥遥

地互相契接。” [11]34 由此来看,对宇宙万物相互依存

客观规律的认识,决定了其价值追求是整体主义的

而非个体主义的,即人们总是要在整体之中观照自

身,则对自身有益的一切都将有益于整体。 因而,
在社会理想之共同富裕上的伦理品格就是: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此所谓“达”,是在整体视

角下个体发展同时的整体发展,不仅是作为整体主

义的个体实现自己的内生之路,也是个体内在规定

向上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 因此,在万物相互依存

的规定中,共同富裕是个体发展自身的必然,也是

自然而然的结果, 具有客观和主观辩证统一的

特点。
(三)公正均衡的运动状态

就运动属性来说,共同富裕在于天道的公正均

衡。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关乎共同富裕的主体,也关

乎实现的方式。 是同步的共同富裕还是有差别的

共同富裕,这涉及一种内在平等的尺度,即在一个

动态的过程中维持一种均衡。 在儒家看来,天地在

运行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内蕴着一种自然公正,这也

是人类社会公正均衡的某种基础和依据。 《中庸》
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12] 无论是“天

地位”还是“万物育”,都以“中和”作为基础。 “中”
其实是均衡的集中表达。 就事物自身而言,事物内

部是对立统一的均衡。 张载认为:“一物而两体,其
太极之谓与! 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

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 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

之道。” [13]无论是就事物自身而言,还是就天地万

物的存在形式而言,它们都总是在自身与矛盾中维

持着一种表面的均衡和稳定。 由此,在宇宙观的前

提下,人类社会自然也要维持一种内在的均衡,效
法自然公正。 这主要体现在:一者,人类是自然的

一分子,自然遵从着自然的规律,这一点是不为人

的意志而转移的。 天道公正的规律同样作用于人

世,人类和万物一样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规则,在这

样强力的前置规则下,人类社会即便再不公正,也
处于一种天地公正的底线之上,生存的最大权限在

于自然规定。 因此,人类社会固有着一种以自然为

基础的底线公正,天地以人类个体的生死命运维系

着一种自然的公正状态。 二者,人类社会又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公正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内在要求。
因此,人类社会自身也要维系一种公正。 前者是人

道效法天道的哲学理据,也是人类社会公正的依

据。 后者则延伸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样的治

国理念。 这就是儒家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客

观依据。
(四)仁爱为本的主观根据

就主观根据来说,共同富裕还在于儒家的仁爱

理想。 共同富裕不仅有万物平等、相互依存等客观

依据,而且有其主观依据。 对儒家而言,仅仅效法天

道还不够,那样仅仅可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被动

遵守。 动物也在无意识地遵守着这种规律,这体现

不出人的自由和尊严。 唯有为其找到主观根据,方
能使人和物相互区分开来,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强

大的动力,这就是仁爱理想。 儒家认为,人们之所以

要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就在于人的仁爱之心。 人

和万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道德理想。 孔子的道德

理想表现为“天下归仁”,他为此建立了“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实现路径。 正因为“仁”是人的

本质,所以基于“仁”实现人类社会的“天下归仁”便

是人的本质自然展开的内在要求。 共同富裕恰恰包

含在这一“仁”的实现过程和最终追求中。 儒家所要

极力表明的是,虽然天道自有其客观规则,但人在其

中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相反,人基于其自身的道德

意识和道德自觉有着“参赞化育”的使命,而参赞化

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共同

发展,这无疑是共同富裕的另一种表达。
由此来看,儒家对“为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思考不仅彰显着对宇宙规律的认识,也彰显

着对人之为人本质的认识,在人道与天道的相互印

证中,仁爱理想无疑构成了共同富裕的正当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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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路。 黄玉顺也指出,儒家的正义原则之一就是

正当性原则,“这是博爱情感的普遍性的体现,即唯

有根据‘一体之仁’的精神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才

是正当的。” [14]因此,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这

正是儒家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 没有人类主

动的仁爱之心,共同富裕则缺乏主观性的根据。 人

类具有主动的爱和关照,故而彰显出了人性光辉。
共同富裕并不仅仅是天道公正的外在规定,还包含

人对自己同类的情感,包含人对自身社会属性的某

种认识,包含人的自尊和尊严,包含人对自己作为

万物的某种责任和区别,包含人的脉脉温情。 人不

同于万物,人具有自主意识,故而具有道德责任。
这种道德责任就是实现天地公正,对应人类社会就

是达致天下大同,实现共同富裕。

二、理念内涵:民富且教与各安其性

　 　 儒家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内涵至少包含两个

层面:在人自身的层面包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

和谐发展,在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层面包含万物各

安其性的和谐发展。
(一)“各安其性”的共富图景

儒家对“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问题的回答

蕴含在他们对理想社会“各安其性、各适其宜”的共

富理念中。
一方面,儒家认为万物个体能够实现最和谐的

状态与其对自身的本性认识相关。 “性”是关乎万

物存有的根本,既是其生存的根本基点,也是其价

值缘起的基点。 因此,什么样的“性”,事实上就决

定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以及什么样的存在状态。
对他们来说,万物最好的状态并不是万物的同一,
即万物最终都走上了同样的、相似的某种发展道

路。 万物最好的状态是依据其“本性”而进行的某

种完善。 “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

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 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物

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是皆得于天之

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 [15]521 他们认为,本性代

表着物体本质的属性,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性质。
正由于此,万物的本性所演绎的道路也是不同的。
依据万物本性所演绎的道路,恰恰在普遍的层面包

含着天道之“生生不息”的肯定———生生不息不是

万物同一,而是万物以其各自特有的方式发展“生

之道”。 普遍的“道”在根源上的同一,其普遍内容

只是“生生不息”,但生生不息的内容则在于万物的

各安其性。 换句话说,万物各安其性恰恰是天道生

生不息的展开和实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既

肯定和实现着天道的生生不息,也构成了整体性的

实质内容。 “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

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 [16]

另一方面,人应当主动地去实现“各适其宜”。
人和万物要实现的道路都在对自身之“性”的认识

中。 事物自身之“理”的客观必然性蕴含着必然之则

与当然之则的统一。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

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15]512 实现事物

自身的发展在于认识其“所以然”。 经由“所以然”进
而实现“所当然”,便能实现自身之“理”。 对人来说,
人最合适的道路也在于对人自身本性的认识,即人

区别于动物能体现其最特殊的地方,如孟子所说的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张载说的“天地之性”,二程

和朱熹说的“义理之性”等等。 人只要“善反天地之

性”,开显义理之性,就是最合于人本性、合宜于人的

道路。 对万物来说,它们也有其“所以然之理”,但是

却不能为自身认识。 因而,人要主动认识“万物之所

以然之理”,基于对“万物之所以然之理”和“人之所

以然之理”———两种客观规律的认识,实现“所当然

之则”。 换句话说,“各适其宜”建基于“各安其性”,
而所谓“宜”就是“性”之“义”,万物本性所应当之

则,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客观的基础,万物的发展在人

的价值引领下,才能达到最终的和谐。
由此,万物各安其性、各适其宜,要素有三:一是

正义价值的建立符合事物发展本性的客观规律。 二

是正义价值的建立需要有天人一体的客观标准,即
并不只是出于私己本性的定位,而是基于万物性之

同源的角度确立起天人一体的正义价值。 这种正义

价值不仅符合事物独立的发展,也符合其他事物的

发展,共同的和谐共生得以可能。 三是人具有特殊

的道德责任。 这种道德责任基于仁之孝悌和视天地

为父母,将仁爱之心扩散从而以天地大公的理念扶

助建立起万物的价值指向,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万

物各安其性。 在肯定万物不同的基本事实上,他们

尝试用道德责任来实现正义的分配。 换句话说,在
天道均平的理念下,每个个体基于其自身本性的发

展本身就可以推动整体的进步。 “各安其性、各适其

宜”意味着个体对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客观发展规

律的认识,也包含着合理合法的基本前提。
儒家对共富理念的认识,某种程度上暗合“人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旨趣。 虽然在内容

上指向不同,但蕴含着某种普遍性的价值指向———
共富在于对人和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 “万类

霜天竞自由”“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是理想和和谐

的一种状态,其最终表达的旨趣是:共同并不意味

着某种完全的一致,而在于一种基于本性发展出来

的和谐。 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认识以及

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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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富且教”的物质生活

与“各安其性”图景联系的第一点,便是万物的

基本发展利益,即物质基础。 在这一点上,儒家一

直肯定一定的物质基础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强
调要满足百姓的正常物质需要。 《尚书·五子之

歌》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17] 在传统的农业

社会,民为邦本更多地指向农业生产与百姓生计。
它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国家文明风尚

与德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 作为政治改革家的

管子就从为政者的角度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在仓

廪之实与衣食富足的情况下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

会更为容易, “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

辱。” [18] 《孔子家语》记载:“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

富且寿也。” [19] 儒家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是治理国家

的首要任务,最重要的就是使人民生活富裕且健康

长寿。 在子贡问民生问题时,孔子以“足食”作为第

一前提,可见“足食”是治理国家最为重要且紧迫的

议题。 孟子认为使“民” 有恒心就需要先“制民之

恒产”, 满足了百姓维持生活的正常物质需要,
“士”与“民”才得以教化而天下归心,“有恒产者有

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

为已。” [20]90 而要实现这一恒产,就需要君主心系百

姓,真正地从不忍人之心出发,与百姓共患难,始终

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君王如果没有关注这一经

济基础,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真正的拥护,就会失去

民心,作为民心的恒产与作为物质基础的恒产都将

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建议君主制民之

恒产,保护百姓根本的经济利益。 荀子也认为,唯
有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引导民众向善,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21]547 他还

说:“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
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 [21]186 注

重“上下俱富”无疑体现了“共同”属性和物质基础

的重要性。
(三)“有耻且格”的精神追求

与“各安其性”图景联系的另一点,便是人的精

神生活。 物质生活体现了作为人的生存之基,那么

精神生活则体现了人的发展之路。 基于人的特殊

本质展开的生活,必然地要以精神追求为其核心内

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先人们早就

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

的大同世界。 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

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 [22] 孔子提出富而好礼,认
为人们在物质生产富裕之后应该更加崇尚礼仪。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儒家的理性主义传统也更加注

重精神的自足与追求,并且以之为人格的尊严。 他

盛赞颜回,“一箪食”居陋巷而乐在其中,有德者居

之,何陋之有。 在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
更应该重视精神生活的提升。 孟子不仅反对“为富
不仁”,还进一步指出,人若不能接受教育就与禽兽
无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20]90

可见,他们理解的共同富裕,仅仅有物质生活层面
的富裕还不够,更要在精神生活的层面凸显人的独
特光辉。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在论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时候,注重二者的辩证统一和同步发展。 就二
程来说,他们一方面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另一方面又强调“义”本身的价值追求,“人无利,直
是生不得,安得无利?” [23] 论“利”和“义”都是在生
存层面,所不同的是生存的内涵。 与儒家传统一致
的是,论“利”是就生存层面而言,而论“义”是就发
展层面而言。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没有人性内
容和人性尊严的“利”,后者则是涵盖了人性内容和
人性尊严乃至人的理性本质的“利”。 因此,作为物
质基础的“利”其实并未被贬抑,而只是被视为一种
基础。 对人来说,有了“义” 的“利” 方是更高层次
的追求。 前者生存之“所以然”和后者“所当然”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理”的统一便由此实现了。

由此来看,儒家在“何为共同富裕”这个问题的
思考上,保持着内在一致的思路:“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 基于万物各自本性的认识和发
展)—“修道之谓教” (各适其宜以达到共同发展、
和谐共生)。 而对“性”的认识则分为两个层面(这
尤其集中在义利之辩的形上根据中):一是作为物
质层面的“利”;二是作为精神层面的“义”。 宇宙
内在的辩证统一性、人自身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
“义”与“利”的辩证统一:物质之“利”为基础,精神
之“义”为更适合人的“利”,“利即义”。 由此,个体
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同步以及万物依据本性的发展
形成了宇宙内在的存在方式,他们在差异性中构成
了矛盾的内在平衡,形成了宇宙生机的共振,实现
了“共同”的“富裕”。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儒
家思想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制
度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它从根本上无法完全实现
这些理念。 “各安其性”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更容
易导向顺应天命的观念,而“民富且教” “有耻且
格”也仅仅是对极少数人而言,大多数人都被困在
温饱生存的境遇中难以追寻更高的自由。 从经济
基础的角度来理解共同富裕,正是马克思主义共同
富裕理念与儒家的根本分野,在此基础上的物质与
精神的共同富裕才得以可能并走向现实。

三、实现方式:正当合德与兼济天下

　 　 囿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从儒家道德哲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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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设计的共同富裕方案,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

义色彩。 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制度结构

共同决定了这一方案的空想性质。 但怎样达致一

个理想社会的设计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因素,这些在

今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依然能为我们所借鉴。
(一)“义然后取”:正当合德的致富方式

儒家的共同富裕观在致富方式上最显著的一

点是强调其行为的正当合德。 这尤其表现在其义

利之辨中。 义利之辨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道

德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儒家一直坚持的“义以为

上”的优先性价值立场构成了中华传统道义文化的

重要内容,它的核心观点是当道德原则和利益发生

冲突的时候,道德原则具有价值优先性。
一方面,在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儒家认为不

合法的不能取。 他们经常通过人禽之别来说明人

之有“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是通过取“利”
的方式得以体现的。 在这一意义上,不合乎道德的

取“利”方式近于泯灭人伦道德。 孟子常说的“可

欲之谓善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人之“可

欲”与“辩” 本身暗含了正当与否的前提,可与不

可,当与不当,构成了人禽之别的重要分界。 “义”
是行为的方式,又是取“利”的原则,正是在存在方

式上的区别,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殊与尊严。 另一

方面,他们强调致富动机要纯洁。 在取利之时,儒
家特别强调义心为上。 除了反对不合理的利之外,
更多的是反对做人做事的功利之心,强调人们要纯

洁道德动机,坚持义心为先。 《孟子》首章虽然只字

未提义心与利心,但通篇所言却都指向君主利欲熏

心的后果。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更是鲜

明指出,义心则有义事,利心则有利事。 “人之所喻

由其所习。 所习由其所志。 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

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 志乎利,则所习者必

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 [24] 可见,他们不

仅强调取利方式的正当性,更加强调获利动机的纯

洁性,反对功利性。
就此二者结合来看,在动机和方式的层面,它

对应着的是共同富裕的正当性问题。 儒家所要表

达的是:致富的方式与致富的动机不仅体现着人们

行为的合法与合德,更体现着人之为人的特殊本

质。 选择何种存在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本
身就是动态的人生的具体体现,是人生价值和意义

的组成部分。 这对于我们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启

示是致富不仅要合乎法理与道德,更要进一步使之

出于道德。 前者是外在的规范对人的行为进行他

律,而后者则是更高层次的内在自律。 相较于前

者,后者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尊

严,而且仅仅依靠自律可能还不够,还应加强相关

制度的完善,以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共同促进人们道

德素养的提升。
(二)“均而且安”:公平公正的分配理念

公平正义是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作为

从道德哲学角度出发来思考的儒家共同富裕观,公
平正义理念始终贯穿其理论和实践。 虽然它在不

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旨趣却一以

贯之。
在分配方式上,儒家注重公平公正的分配方

式。 孔子很早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

患不安。”他认为在公平和物质基础的发展之间,公
平更为重要。 相较于物之多寡,人们更加在乎公正

与否。 这其实是道德哲学指导的政治结构的鲜明

特色,也是由伦理政治的设计模式必然得出的结

果。 这也折射出对“共同富裕”的分配的理解:增加

全体人民的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在此过程中伴随

着的公正则更为重要;若没有公正作为灵魂理念加

持,物质基础的增长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而这也是

他后一句所强调的:“不患贫而患不安。” “安”所强

调的,恰恰是公平正义的道德尺度。 唯有内在的公

平正义,方能使民众无论富裕还是贫穷皆能有所

“安”。 如朱熹所言:“均,谓各得其分。 安,谓上下

相安。 ……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

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 [10]239

历史上儒家都在保护和践行这一公正的内涵。
与其说儒家是更为保守地践行作为道德的正义,不
如说他们在道德与政治之间选择了以道德正义来

捍卫政治公平,这尤其表现在孟子、张载等人提出

的“均正经界” “井田” 等方案上。 客观地来看,他
们的方案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 这既是由其历

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决定的,也是其伦理政治型理论

内在的必然。 虽然他们忽略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

某种界限,但始终坚守住了作为正义之基的政治的

正义道德原则,这与罗尔斯正义论所坚持的“差别

原则”(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

利益) [25]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对我们当前推进共同

富裕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是要处理好公平

与效率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儒家很明显更看重公

平以及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是要追求积极的

公平而非消极的公平。 既不能因公平对效率的优

先性就否认了效率本身的作用,又要看到效率在推

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实现更高经济发展

水平上的公平而不是低欲望、低欲求、低满足的公

平。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

指引,坚持一种积极的公平观而非消极的公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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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济天下”:万物一体的仁爱情怀

以仁爱之心为基点、以家国人伦为结构、以推

广扩充为方式的儒家“兼济天下”理念在实现共同

富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主

观能动的依据,更是公平正义的自觉守卫。 没有兼

济天下的仁爱情怀,共同富裕就是没有情感的僵化

模式。 反之,有了兼济天下的仁爱情怀的支撑,共
同富裕就有了人性的亮色和光辉。 不少学者也注

意到这一点与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但兼济天下

的构思理路及其运行方式,仍需置于道德哲学的视

角下才能更为完整。
兼济天下在于仁心贯通。 在儒家看来,人之仁

心之所以可以推广扩充兼济于天下万物,是天机自

然贯通的结果。 人若没有仁心与万物的感通,不仅

于天道是生机阻塞,于自身也是不知不觉,形同于

物。 “我们可以这样正面地描述‘仁’,说‘仁以感通

为性,以润物为用’。 感通是生命(精神方面的)的层

层扩大,而且扩大的过程没有止境,所以感通必以与

宇宙万物为一体为终极,也就是说,以‘与天地合德,
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为极点。
润物是在感通的过程中予人以温暖,并且甚至能够

引发他人的生命。 这样的润泽作用正好比甘霖对于

草木的润泽。” [11]35 因此,实现人的仁性,发散仁心,
本身就是天机自然流行的必然,人顺应自然,融入万

物的生生不息之中,也就促成了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这就是兼济天下的依据。

兼济天下在于人之觉知与扶助的道德责任。 人

对万物的这种道德责任还在于人能够自觉与自主。
人能够自主、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万物

的发展却是无意识地自为的。 虽然在人禽之辩中儒

家不断强调人和物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不是为

了将人和物彻底地割裂开来,形成某种等级观念和

人类中心意识。 相反,人禽之辩恰恰是为了凸显人

的理性意识与道德自觉。 这种道德自觉正是在人对

万物的存在方式的把握中得以体现的。 这通过两个

方面展现出来。 其一是扶助万物、共同发展的理念。
儒家一贯提倡的是以先觉觉后觉,带动大家一起觉

醒的理念,“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

后觉也。” [20]186 这种扶助弱势群体、共同进步的观念

同样体现在对万物的爱护和关怀中。 其二是对待万

物的方式。 对待万物的方式同时体现的是人自身的

存在方式。 如果人们对待万物是仁爱的、关怀的,那
么人自身就是仁爱的。 相反,如果人们对待万物是

残暴的,那么人自身就是残暴的。 因此,道义的方式

体现的是人自身存在的正义性和人性。 由此,共同

的进步和发展其实更符合人性内在的要求,这也就

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正当依据。

四、结语

　 　 儒家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
它的理论局限和有益之处也非常明显。

就其理论局限来看,对宇宙观的认识决定了儒

家共同富裕的基本理念及其实现方式。 在以先验

的“天”为基础的宇宙世界中,道德无疑具有某种理

想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由此,它更多的是对天

道完美主义的某种摹画,而不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政

治方案。 理论所建立的基点在伦理型的宇宙之中,
而不在人世的社会实践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其伦理性品格和难于付诸实践的命运。 同时,作
为一种将理论原点建基在某种永恒不变的事物基

础上的理论来说,当它不能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实

践的时候,也意味着它也失去了自身的活力。 作为

实践反映的新概念,必须代表一定的生产力同步地

拓展到理论自身之中,方能获得新鲜的血液促使其

生机蓬勃。 正如马克思所言:“适应自己的物质生

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

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

表现。 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

永恒的。 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 [26]

就其有益之处来说,正是由于其内在的伦理

政治型品格以及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向,儒家视野

中的共同富裕在诸多内容方面仍能为当前生活提

供有益借鉴,为共同富裕提供正当性的价值理据。
其一,“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应当追求。 无论

是天道均平还是仁爱传统,其更多的现实意义在

于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应当的价值,它表明的

不是世界现实如何的看法,而是世界应当如何的

看法。 “应当” 体现的正是人类社会是其所是的

道路。 其二, “ 共同富裕” 是人类社会的自由追

求。 共同富裕的道义原则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

物质性的生存要求,还是作为人之为人本质的自

由要求和尊严要求,正是在对利益的取舍和财富

的对待中,人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价值,实现作为人

的真正的自由。 其三,“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

美好追求。 兼济天下之仁心流通,无非表明了对

生命力量本身的坚信,表明了对人性情感的信念。
无论是作为个体情感的内在要求还是作为个体主

动的责任,都展示了人性的美好追求和社会的美

好追求。 这些有益理念也随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的实践重新焕发了生机,也将随着新的实践而开

出新的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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