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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生价值选择是在一定的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目标规定下的主体人生道路的选择。 人生价值观的正确

与否 ,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 为此 ,就要树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为人民服务的、奋斗进取的人生价值观 ,反对

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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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oice of Human Value

TAO Fu-yuan

Abstract: The Choice o f human value is the choice o f subjectiv e human w ay tha t is stipulated

by the certain idea and aim o f human value. Whether or no t the hum an value 's idea co rrects i t

is of utmost impor tance to the human life, so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human value 's idea tha t

acco rds wi 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i rection, serves the people and is promising and dili-

gent in one 's wo rk. Meanw hi le, w e should oppose individualism, money w o rship and hedo-

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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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价值选择 ,是人在一定的人生价值观指

引下对人生价值目标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价值

观是关于人怎样活着才有价值的根本观点。一个人

的人生价值观从根本上制约着其对人生价值目标

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此相联系 ,人们的人生价值

观正确与否 ,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选择的

正确与否。因此 ,要正确选择人生价值 ,说到底 ,就

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摒弃错误的人生价值

观 ,这样才能使自己享有真正幸福的人生。

一、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这里的正确是指要人生价值的选择必须符合

人生价值实现的规律。其主要包括: ( 1)满足个人需

要与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的规律 ; ( 2)满足个人需

要与为人民服务相统一的规律 ; ( 3)满足个人需要

与个人努力奋斗相统一的规律。下面就此分别来做

一些具体说明。

第一 ,树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生价值观

人生价值能否实现总是与时代发展相联系的。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 ,我们不难看到 ,由于人们的

价值观与时代发展的方向或是一致 ,或是相反 ,那

么其结果也迥然有别。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都是顺

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成就了杰出事业的。相反 ,

希特勒为了实现《我的奋斗》 ,发动了罪及世界的二

次大战 ,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成了遗臭万年的战争

狂人 ,其根本原因 ,也在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无可

辩驳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 ,一个人的价值观只有建

立在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才可能是正确

的 ,才能享有成功的人生。

历史的画卷已经翻到 21世纪 ,为社会主义祖

国争光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 ,已经成为

我们的时代精神。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 ,一切个人的人生价值观都要以时代的这个大目

标来拨正、校准。只有这样 ,个人作为整个社会大系

统的一分子 ,作为现代化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

才能充满生机 ,永不干涸。

树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生价值观 ,从根本

内容来说 ,也就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

观。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代表了历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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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方向。

第二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树立为人民服

务的人生价值观 ,就是要把为人民谋幸福与自身的

完美结合起来。

为人民服务有两种具体实现形式:一是通过为

他人服务而为人民服务 ,二是通过为国家服务而实

现为人民服务。与此相联系 ,人生价值的实现也有

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为他人服务获得他人给予自己的服

务。我为什么要为他人服务或通常所说的为您服

务? 这是因为人作为个体有着天然的局限性 ,不可

能自己完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因此 ,必然有分

工、有合作 ,必然要有你、我、他之间的相互服务 ,通

过满足他人的需要而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也就是

说 ,只有好好工作 ,才能得到你想要得到并应当得

到的回报。这就是生活的逻辑 ,生活的常规。

二是通过为国家服务获得国家给予的报酬和

恩惠。 国家和政府的各级干部都是在为政府做事 ,

为国家效力。 不仅如此 ,每个公民也在各种职业和

事业中服务于国家。为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

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而努力。每个公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服务于国家 ,同

时也接受国家和政府的报酬和恩惠。

就上述两种途径而言 ,都是为人民服务 ,都是

实现人生价值的形式。 但二者相较 ,还有层次上的

差别 ,通过为您服务实现人生价值的观念是相对的

低层次 ,通过为国家服务实现人生价值的观念是高

层次、高境界。人生的实践要求人应该往高处走。人

不但要懂得互相服务 ,还应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

次上实现为人民服务 ,提升自己的人格 ,即不能只

是在劳动工作 ,挣钱养家的小范围内 ,还应该在为

国家、社会这样更高、更广的层次上 ,理解并实践为

人民服务 ,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树立这样的

人生价值观 ,才可能有完美的人生 [1]。

第三 ,树立奋斗进取的人生价值观

人生价值的实现 ,选准目标固然重要 ,但更重

要的是去行动 ,去实践 ,要通过奋斗去获得成功。奋

斗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理想而自强不息、坚韧

不拔、顽强拼搏地开创业绩等行为的总称。 就人生

价值的实现来说 ,所谓奋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

是勤奋学习 ,二是勤奋工作。

实现个人价值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随着

时代的进步 ,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断地从主要依赖体

力向主要依赖智力转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个

人贡献的大小 ,即个人价值的高低 ,是与知识量成

正比的。不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 ,就不能

很好地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掌

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就要勤奋学习。古人云: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现代科学技

术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 ,知识飞速增长。 面对这

样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发扬百折不挠、勇攀科学高

峰的精神 ,去摘取科学王冠上的珍珠。

要实现个人价值除了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

识以外 ,还要有勤奋工作 ,勇于开拓的精神。一个人

面临的环境条件可能比较困难 ,但环境条件是可以

通过人的能动活动加以改造和改善的 ;一个人的自

身条件也可能较为缺乏 ,但也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

对的 ,勤能补拙 ,勤能生巧。人们可以在自己的实践

中不断提高能力 ,增长才干。一个人要想干成一番

事业 ,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鲜花 ,更有荆棘 ,理想

和困难、成功和牺牲总是结伴而行的。一切有志于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出成就的人 ,都应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迎着困难

开拓前进。

总之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就使人生道路

的选择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获得了科学的指导。在当

前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就必须和利己主义这

种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划清界限。

二、 反对错误的人生价值观

利己主义人生价值观 ,也就是个人主义、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等的人生价值观。当然 ,反对个人主

义不等于否定个人正当利益 ;反对拜金主义不等于

否定货币的经济职能 ;反对享乐主义不等于否定生

活享受 ,不能把上述二者混有一谈。

1、反对个人主义

什么是个人主义 ,有人说个人主义就是“为自

己”。其实 ,这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人双重地存在

着 ,人作为自我 ,个体自身存在着 ,人作为社会角

色 ,又是社会地存在着。

人作为个体存在 ,有他个体的需要、利益。为了

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和利益 ,他就要为自己做事 ,

他就有为自己的权利。对于这一点 ,大凡明智的思

想家都是予以肯定的。 中国古代儒家强调以义为

上 ,义就是公利 ,即把公利放在第一位 ,但与此同时

也并不否认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贫与贱是人之所

恶 ,并不否认“以货财为宝 ,以养生为己”的“至道”。

黑格尔也明确肯定: “人有权把自己的需要作为他

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肯定个人生存和发

展的权利 ,认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

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

不能做。” [2 ]又说: “在任何情况下 ,个人总是`从自

己出发的’ ” [3]。由此可见 ,人作为个体“为自己” ,这

并没有什么不道德或不光彩的 ,而且是一种必然。

承认这一点 ,会不会如某些人所认为的 ,这是

替个人主义张目 ,为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呢? 应该说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第一 ,为自己不等于为恶。为自己可能为恶 ,也

可能为善 ,也就是说 ,为自己的主观目的 ,处在作恶

或为善的待发点上。如果用正当的手段达到正当的

目的 ,这样的为自己就是善的 ,就是应该肯定的。如

果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不正当的目的 ,这样的为自

己就是恶的。对此 ,就应以教育和法律的措施加以

防范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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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善的为自己 ,也有大善、小善之别。小善

就是独善 ,一己之善。即中国古人讲的“独善其身”。

大善就是兼善、共善 ,亦即社会与个人 ,众人与自我

的共同完善。 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兼善、共善的。 马

克思说: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这两种利益不

是彼此敌对、互相冲突的 ,不是一种利益必定消灭

另一种利益” ,相反 ,“人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 ,

为他们的幸福工作 ,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4]人有为

自己的权利 ,更应有使自己完美的愿望。一个人如

果不想使自己有所提高 ,向着完美更进一步 ,那么

他就不会去选择更有价值的工作 ,也就不会为社会

发展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因此 ,那种把为自己与个人主义混为一谈的观

点是错误的。个人主义之为个人主义不在于它肯定

个人的价值 ,而在于主张个人本位、个人中心、个人

至上 ,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之

上 ,不惜采用损人利己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目

标。这几年在我国社会中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有

所抬头 ,被一些人所肯定、所信奉 ,并形成为一种败

坏社会的风气。片面强调个人利益 ,从而贬低社会

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 ;追逐私利者成了“英雄” ,默

默奉献者成了“傻子” ;无德的大款昂首阔步 ,有德

的清贫者受人嘲弄。在这种气候下 ,贪污腐化、行贿

受贿、损人利己、损公肥私 ,这种以往为人们所深恶

痛绝的丑恶现象重新大量滋生。这种个人主义价值

观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敌人 ,它不仅腐蚀人们的

灵魂、毒化社会的风气 ,而且从根本上削弱社会主

义制度本身 ,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巩固和发

展 ,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在中

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的个性解放 ,个人正当利

益的获得不能靠推崇个人主义 ,而只能靠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 ,靠人民共同奋斗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

个意义上说 ,个人主义不是有利于人们实际地去获

得个人的正当利益 ,而是在无声无息中瓦解中国社

会结构的同时 ,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 ,最

终陷于“人对人像狼”、“他人就是地狱” ,以及“一切

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和灾难之中。

2、 反对拜金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 ,人们安贫乐道 ,羞于或耻于谈

论赚钱问题 ,以改革开放为契机 ,越来越多的人不

但不回避它 ,而且以空前的坦率和热情讲究起聚

财、生财和用财之道来。这无疑是我国公民在金钱

观上的进步。

金钱是货币的俗称 ,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

商品。 它对人来说具有二重性。

一是 ,金钱是有用的。 作为社会商品交换的流

通手段和价值尺度 ,金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际

贸易往来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巨大作用。金钱是发

展经济、成就事业、改善生活、密切人际关系和实现

人生价值的必要而又重要的手段。为了获得这一手

段 ,人们需要创业精神 ,需要付出劳动和汗水 ,有时

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在直接为金钱而奋斗的经济

生活过程中 ,人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

上用获得金钱的数量来衡量事业的成就、当事人的

能力 ,以及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的贡献。这种金钱观

主张凭劳动挣钱 ,靠勤劳致富。 因而个人和企业只

要是在法律、社会公德和宏观经济允许的范围内 ,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利大干 ,小利小干 ,无利不干。

对工资、物价、利率、税收等经济杠杆作出经营谋略

和职业选择方面的灵活反应 ,乃是富有活力的表

现。对经济业绩卓著者崇之以名 ,奖之以钱 ;对经营

不善、严重亏损的经营者给予批评和在经济以及其

它方面予以处罚 ,乃是搞好企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

重要措施。 总之 ,这种务实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的、适应市场需要的金钱观 ,它对催人上进 ,促人创

业 ,鼓励人民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更多的财

富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是 ,金钱不是万能的 ,不能无限夸大金钱的

作用。 但有人迷信金钱万能 ,把金钱当作神灵来崇

拜。这就是拜金主义者。 因此 ,拜金主义的本质并

不是重视货币的经济职能 ,而是把货币的经济职能

幻化、普化为一种能左右人的命运的神奇力量。象

马克思所揭示的把货币“当成万能之物” ,鼓吹“货

币的本质的万能” [5]。很显然 ,拜金主义根源于建立

在私有制之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是人的关系的

“物化”在货币关系上的表现。恩格斯说过: “在资产

阶级看来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

在的 ,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 ,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

了赚钱 ,除了快快发财 ,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 ,

除了金钱的损失 ,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金钱

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镑 ,就是说 ,他拥有这

样一笔钱。 谁有钱 ,谁就`值得尊敬’ ,就属于`上等

人’ ,就`有势力’ ,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

是领头的” [6]。 金钱万能是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核心

理念。 这样 ,拜金主义就把货币这种作为流通手段

的一般等价物 ,变成为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的所在。

这也就混淆了人生目的与人生手段的关系 ,把手段

上升成了目的。似乎不是金钱为人所用 ,为人服务 ,

而是倒过来人为金钱服务 ,为金钱所用。 不是人支

配金钱 ,而是金钱支配人。在拜金主义推动下 ,有人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金钱 ,可以不顾法律、道德乃

至人格国格的约束。 可见 ,拜金主义的一个根本特

点是金钱至上 ,崇金损人。 它首先抹煞和扭曲了拜

金主义者自己的人性 ,否定了他的人生的自我价

值 ,使他沦为金钱的奴隶、攒钱的工具 ,除了多多攒

钱 ,使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其次 ,它还要损害他人 ,甚至反对社会。拜金主义冲

击机会均等的市场原则 ,制造社会不公 ,破坏法制、

败坏风气 ,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 ,拜金主义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异化力量 ,是

必须要坚决加以反对的。 因此 ,反对拜金主义不仅

要对不择手段疯狂追求金钱的行为进行道德批判 ,

而且首先应当通过保证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一系

列规章制度来扼杀危害公共生活的拜金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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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 ,就是由一系列市场规则

所保证的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维护这种市场秩

序不是否认企业或个人追求合法的最高利润 ,而是

反对商品生产者唯利是图的越轨追求。

3、 反对享乐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已经深

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

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 ,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奋斗目标 ,

而是正在逐步变成我国社会生活的现实。在逐步富

裕起来的条件下 ,过去那种有钱舍不得花 ,有衣舍

不得穿 ,把吝啬当节约 ,把消费当浪费 ,人为地压低

生活水平的想法和做法正在得到改变。人民群众是

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 ,人民

群众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生活资料 ,获得

生活享受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另外 ,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说 ,生产决定消费 ,消费

也会拉动生产 ,对生产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如果只

讲生产 ,不讲消费 ,不抓生活 ,积累过高 ,破坏了国

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也必然会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

极性 ,造成生产的低速度 ,经济的低效益 ,人民生活

的低水平。因此 ,只有坚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就整个社会而

说的。 就每个人的生活标准来说 ,究竟过什么样的

生活 ,这取决于他的经济收入和经济状况。 一个人

只要钱的来路正当 ,比别人吃得好一些 ,穿得好一

些 ,开支大一些 ,都是允许的。不仅允许 ,我们党还

提倡广大人民群众勤劳致富、享受生活。但是这和

提倡享乐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享乐主义是我们要坚

决反对的。

享乐主义是艰苦奋斗的大敌 ,是腐败堕落的渊

薮 ,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走向

衰败的起始。

享乐主义盛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王宫贵

族 ,后来为资产阶级所鼓吹。它是一种人生苦短、及

时行乐 ,用各种方式满足感官需求的腐朽的人生价

值观。这种观点认为 ,人生的价值就是享受 ,不然就

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就是空活了一辈子。 有人说:

“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在世 ,吃穿二字”。在中国

历史上 ,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代表作 ,是魏晋时

期的《列子· 扬朱篇》。 作者认为 ,人之一生不过几

十年 ,如此短暂的人生怎样度过呢? 只有“为美厚

尔 ,为声色尔”。“唯患腹溢而不得咨口之饮 ,力惫而

不得肆情于色”。在他看来 ,似乎人生就是为了追求

物质生活享受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 还

有人认为 ,人总是要死的 ,“十年亦死 ,百年亦死 ,仁

圣亦死 ,凶顽亦死” ,既然如此 ,不如“尽人生之欢 ,

穷当年之乐”。目前有少数人的所谓: “金钱第一碰

运气 ,吃喝玩乐有福气” ,其实质就是受了享乐主义

人生价值观的影响。

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 ,把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

当作人生的目的 ,满足于口腹之欲 ,沉湎于吃喝玩

乐 ,以至与酒囊饭袋无异 ,这实际是把人的生活降

低到动物的水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 ,人不但要有物质生活来

营养身体 ,而且要有精神生活来灌溉心田。只有物

质生活 ,而没有充实、高尚的精神生活 ,到头来剩下

来的也只能是精神的荒漠 ,生活的空虚 ,人生的厌

倦。

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把享乐视为人生的价值

所在 ,它不是以劳动创造至上 ,而是以个人享乐至

上 ,离开个人的劳动创造 ,离开艰苦奋斗 ,而一味地

追求自己的享乐 ,那么享乐主义者的享乐不以自己

的劳动创造为基础 ,就必然要以侵占别人和社会创

造的成果为基础。

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把享乐理解为孤立个人

的一己私欲的满足 ,这里享有的所谓快乐只是一种

狭隘的、自私的、可怜的快乐。 中国古人讲 ,先天下

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

橡胶大王陈嘉庚 ,兢兢业业一生 ,成就了一番大事

业 ,自己生活十分俭朴 ,却拿出许多钱来在大陆办

学校 ,建图书馆 ,惠及他人和社会 ,这是何等的高

尚。文学泰斗巴金 ,将自己写《家》、《春》《秋》爬格子

熬出来的十几万元稿费 ,一个不剩 ,全部捐给了文

化事业 ,这又是何等的令人赞叹!

坚持合理的生活享受 ,必须坚持把享受和创造

相结合、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相结合 ,追求个人幸

福与造福社会相结合。这样才能和享乐主义划清界

限。让我们激发艰苦创业的精神 ,为创造人类历史

和我们自己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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