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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利之辩是我国传统伦理学的重要问题，在先秦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儒家代表

孔子与墨家在各自的立场上分别提出了关于义的观念，孔子倾向于“重义轻利”而墨家倾向于“义利并

举”。因此，义利关系是他们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分孔子与墨家之间的义利关系有助于更好把

握儒墨两家义的概念，从而对孔子与墨家的思想体系有更深刻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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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bate of benefits and righteousness are an important issue of traditional ethics of our coun-
try, and it has an unshakable position in the pre-Qin mo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behalf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the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in their re-
spective positions. Confucius tends to “value righteousness over profit” while Mohism tends to 
“combine justice with profit”.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fits and righteousnes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ideological system. Distingu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fits and 
righteousness between Confucius and Mohism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onfu-
cianism and Mohismdeeply, and th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ideologic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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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的概念 

1.1. 来源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先秦儒家和墨家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义”的概念对中国

文化遗产、道德传统和行为模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

关于“义”字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实在甲骨文中就有“义”这个字，根据甲骨学家考证，“義”为

地名，一般称为“義京”。“義京”常与“宜”字连用，“宜”是为祭名，指在“義京”这个地方进行

作战前的祭祀活动。后来“義京”二字分离，义的含义是战争、酷刑和杀戮的规则。《说文解字》中解

释“义(義)”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1]。在甲骨文字中“义”字造型是上“羊”下“我”。对于“羊”

字的解析上，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2]。其意思是只有区分牛羊的头部特征

就可以，其他部分大致相像就好。也就是说，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羊属于“吉祥物”。羊在古代被人们

视为吉祥的动物和是祭祀的佳品，因此经常在祭祀礼仪中被使用。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期人们敬畏大

自然，因此祭祀礼仪很受欢迎。在古代，人们的主要祭祀品是牛和羊为主，这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相

关。作为主要祭祀品之一的羊，因为性格温驯、不仅容易繁殖而且繁殖期短，并且肉味鲜美，从而成为

了古代人桌子上的主要肉食之一。而作为农耕主要蓄力的牛性格倔强，繁殖期与羊相比长并且禁止随意

宰杀，从而在餐桌上不常见。因此在古代寓意的“吉祥”羊文化，是指羊肉美味并且餐桌上常见，所以

应该将最好的献给我们所敬畏的天地从而祈求保佑。因此，“羊”蕴含着“吉祥”。一些以“羊”为部

首的字中可以看出，如祥、美、善等等。 
综上，“义”是美与善的代表。后来，它演变为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成为伦理范畴之一。人们用

“义”来判断事物的存在价值和自身人格的优劣。它象征着公平、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善、真、美的最

高正义。它也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应该还是不应该”提供了方向。 

1.2. 含义 

“义”的本义与古代人们的祭祀活动有关。先秦儒家墨家的“义”观是对春秋时期“义”的继承。“义”

是指按照事情的程度行事就是正义地行事。而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仁义、情义、忠义和侠义等等词语中都

有“义”字，都是从上古时期的“义”延伸过来的。其中“羲”字就是其中的代表。羲在甲骨文上是上

边我(刀锯)，下边是截取头的简猪形，两个点表示宰割的碎屑，意思是宰杀祭牲[3]。“美，甘也，从羊

从大，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4]在古代人们认为，把羊养大会让人的情绪愉快并且当时祭祀主

要头饰是羊，因此当时人认为这就是代表美。然而另一个主要的祭祀品牛作为当时农耕生活的主要蓄力

并且禁止随意宰杀，但是牛的脾性倔强与羊相比不与人类亲切。因此，牛的饲养发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但是牛却与“善”和“美”两个词不相关。而“我”字的字形是一种长柄并带有三齿锋刃的开口，

是“威仪”的象征。甲骨文中“我”字的写法较多。在甲骨文中“我”的字形类似大斧，斧头有锋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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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齿。代表着使用工具保卫自己的领土，手握大权。在古代国王都是以武力来收复领土，而且在物资匮

乏的古代斧子就是权力的代表。因此，“我”指第一人称寓意为手握大权的自己。“义”字的用法发展

到周代，其意思就开始独立起来了。“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5]。”表示义是指适宜，把万物调

节到合适。从而“义”从表示人内心道德慢慢延伸到“应该”和“适宜”的意思。在初秋时期“义”就

广泛被使用，成为了道德规范的标准以及成为人们的道德品质的一个重要概念。 
从“义”字的含义上来说，甲骨文“羲”的解析可以看得出“义”字表示我们对于人的最高评价，

是指人的内心行为要真诚和善良，要有“舍已为人”的精神，而与它相对的“仪”是仪态，指人的举止

和动作要优雅高贵。这两个词虽然含义上有区别，但是在字形上却有共同的“义”字，从而我们可以看

得出“义”字代表的是道德的最高评价或者最高点。 

2. 孔子论义 

2.1. 义的含义 

孔子是儒家中首次对“义”进行研究的思想家。虽然重点强调了“仁”，但是关于“义”也说了很

多。义是事之“宜”，即“应该”[6]。对孔子“义”的解读主要体现在《论语》中。在记载孔子及其弟

子言行的《论语》中，有 23 处提到“义”一词，其中 18 处描述“义”。如“信近于义”(学而)，“见义

不为，无勇也。”(为政)“君子喻于义”(为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等语句。孔子

关于“义”的解析中强调了作为君子要以“义”为行为准则并且认为“义”是道德的最高点。面对不善

良或者不道德的行为我们要及时避开，要始终坚守心中的“义”。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

之”，[1]也就是说，要以义作为重点，用礼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和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才是一个合

格的君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要以“义”来充实你的内心，以“仪”来装饰你的行为。“君子之于

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7]表示作为君子没有任何的禁止与不禁止，在任何事情上要注意

行为是否合理，即要以“义”为标准，注意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义”所要求的标准。也就是说，在面

对生活和学习中的非正义的事情时没有出去“见义勇为”是胆怯的表现，作为君子的我们要对于这些应

当要做的是以“义”为准则，努力的去做或者去实行。 
综上，孔子将“义”理解为理性和正义，作为行为的标准和标准。与正义一致的是合理和善良，不

合理的是不合理和邪恶。“君子以义为上”在孔子看来，义是第一位的。当义利之间发生冲突和对抗时，

个人做出的选择应该是义，这就是捍卫世界上的正确道路和正义。这是实现他理想人格的必要品质。 

2.2. 孔子的义利之辩 

在义利之辩上，孔子要求，在面对利益的诱惑或者获取好处之时，我们应该想起在其背后应当有另

外一个标准，即义的准则。对于人的本性问题，孔子避而不谈。但可以看得出孔子认为人得到本性具有

相近性，即人从出生开始都是相近的，随着环境、教育程度、社会等等而演化出不同性格的人。那么对

于“义”理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认为人的本性里有谋求利益的欲望和要求。因此孔子认为儒家的君

子要做的是在利益诱惑前，我们要考虑的是这种不劳而获的战利品是否符合“义”所谓的标准。“义然

后取”或者“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取钱财时要时机合适，即当这个行为符合义时，人们

便不会厌恶他的行为。而不正当获得的财富或者没有遵守义得到富贵，会像泡沫似随时会破灭的。因此

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对于“义”和“利”之间选择的是“义”，他对于人们怎么成功的手段方法不怎么

关注，孔子关注的是这些方法背后的行为符不符合义的标准。从而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君子的标注取

决于他行为背后是否符合“义”的标准。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关于儒家君子的道德品质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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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永恒的辩题，关注利就意味着在国家和个人的利益之中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人们通常称之为小人。

而关注义就意味着在国家和个人利益中选择以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国家，人们通常称之为君子。而儒家认

为，利义问题中作为君子应该遵循“义”的标准。如果以“利”为准则的话只能获得短暂的好处，从长

远上来看的话它不会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好处或许会带来危害。因此，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

其道”[8]。也就是说，隐居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心目中的义，并且按照义来贯彻自己的主张和行为。所以

一个人想获得成功或者事项理想时，按照心中的义去做，不被世俗所动摇就一定能成功的。对于如何能

够做到孔子回答弟子，子张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

达[1]。”因此，要想成为一个通达的人，必须品质正直、遵守礼义、察言观色、谦虚为他人着想，这样

他会在国家里会有声望，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最高境界。从而看得出“义”对于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

人的行为约束的准则，还是道德规范的指南针。 

3. 墨子论义 

3.1. 墨子论“义” 

“义”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是墨家各种主张的交集和枢纽。正是在“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兼
爱非攻、天志明鬼、尚同尚贤、非乐非命”等思想的精髓。《显学》篇中韩非子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

[9]。也就是说，对于仁和义两个概念中墨家重视义。在《墨子》这本书中，提及“义”的次数共 276 处，

共四十九章中 22 章提起了“义”字。比如“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义，利；不义，害”、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等等。墨家在解析“义”是总是带着“利”。墨家认为

“义”是一个最高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必须显现出对国家、百姓的利益，否则就是毫

无意义；“义”也是最高的利或者最根本的利。在墨家看来“义”是等同于利益，只有“义”的事才能

对国家、社会、个人有利益；“义”必须表现为利或者还原为利。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10]，墨子

把“义”称之为是人的道德理想的最高点。“仁，仁爱也；义，利也。”(《墨子·经说下》) [10]与儒家

的义不同，墨家是把义拿到利益中来解释。墨家的“义”是指对于无私的帮助他人即兼爱。“天下有义

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 [11]。这是墨家对于上天喜

爱“义”厌恶“不义”的解释，认为社会有“义”就会繁荣昌盛，没有“义”会恐慌，失去制度，这就

是墨家理想中的社会形式。因此，“义”在墨家看来是决定人与社会共存亡的准则。墨家主要思想是“兼

爱”，即无差别的关心和热爱所有人。 
总而言之，墨子指出：“兼即仁矣义矣[12]。”墨子所理解的仁和义观念，归根结底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互相关心，即兼爱是仁也是义。换句话说，只有用利来规定和解析的“义”才是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

的。从文字中我可以知道，墨家把“义”从道德的制高点拉下来，放到与人们最容易了解到的利益中解

析，从而让人们很容易把握和了解“义”的准则。 

3.2. 墨子论义利兼顾 

墨子提倡的“义”就是社会上的人们之间没有差别的相互关爱。它的主要表现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互

帮助，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的利益。墨子明确提出“义，利也”。墨子把“利”当作“义”的主要目

标，认为他人或者国家获得的利益是自己也会获得利益的。因此在墨家看来，利与义不是一个对立的话

题或者问题，而是义利之间是可以统一的。墨子把“义”从道德的最高点拉了下来变为具体化的现实利

益。为了说明“义”即利的观点，墨子特别举例说：“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牛马……杀

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1]。”其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偷别人

桃子和李子，天下之人都认为这是不对的；同样，拿走别人的狗、猪、鸡、牛、马等等也认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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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随意杀人以及抢夺别人的衣服和宝剑等都是不对的。但对于错或者不对的背后原因是这种行为损

害了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损人损已的事。 
墨子认为，兼爱互利不仅仅是人类在社会中生存的必备道德原则，甚至也是上天对于人类的一种暗

示。墨家的“利”是天下的利益、是国家的利益、是人们的利益。墨家提倡“兼爱”或者“非攻”来达

到相亲相爱、互惠互利的和睦的社会，不提倡相互伤害和互相憎恨的情况。墨子崇尚“义”的原则。“义”

要求人与人之间要无私的帮助，维护他人的利益，不得损害别人的利益。墨子不同于孔子强调的重义轻

利，而是提出义与利要相互统一。在墨子看来，任何符合义的原则的行为，都必然带来相应的利益。因

此，墨子主张“义，利也”，并且指出一般人们所说的不义之事，都是伴随着对他人利益的损害。 

4. 孔子与墨家的“义”异同 

4.1. 孔子与墨家的不同之处 

儒家追求“重义轻利”，而墨家则追求“义利并举”。在儒家思想中，“义”是指按照父权等级制

度建立起来的秩序和观念，其言行与自身的地位和固有的权利相一致。另一方面，它意味着越礼或不公

平，即不公平。“义”既是正义，又是道德，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基本价值和追求。孔子强调“舍生取义”，

即当义和利出现冲突之时，即使以个人的生命为代价，也应该努力维护义的原则。受到孔子这样的精神

鼓舞，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为国家和大众利益牺牲生命的感人事迹，这也体现着中国古代自古以来的

儒家为主导的价值观。与此相比，墨家强调利与义的相互统一，他们认为没有抽象的“义”，只有与利

相结合的现实的“义”，即功利主义。在面对利益问题时，要学会看清利益背后的本质，即是否符合“义”。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也有许多积极的意义。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礼杀人”的现象，显然是过分地

强调抽象的义，从而抹杀具体、现实的利。孔子心中的“义”，实际上涵盖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不

仅在利益面前存在道德判断和衡量问题，而且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也存在道德判断和衡量问题。

在墨家看来，“义”并非高人一等，而是义与利的结合。“兼爱”和“平等正义”的要求和标准深刻影

响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 
在解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问题上，儒家和墨家有着不同的见解。儒家主张“以义制利”，

墨子则提出了“兴天下之利”的功利观。符合天下和大众利益的，是“义”的表达。如果“对他人不利”，

即不符合“义”的行为应予制止，即“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虽然儒家与墨家在义与利的

关系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并不是绝对的差异。 

4.2. 孔子与墨家的相同之处 

关于“义”的解析上，孔子和墨家也有相同之处。在君子标准上，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

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而墨子：“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

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对于君子标准，孔子和墨家都以“义”为准则，“义”一

个人是否是君子的最高准则。与此同时，孔子和墨子极大地丰富了“义”的内涵，极大地提高了“义”

概念的逻辑层次。墨子强调，“天下莫贵于义”而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上”这两句语句中都强调“义”

是道德最高准则或者制高点。义利学说的基本功能是为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确立道德价值标准和道德价

值取向。虽然先秦时期的儒家和墨家在“义的”很多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在各自的阐发过程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虽然形式上是“义”与“利”的分离，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与墨家的义利合一有着

潜移默化的联系。可以说，无论两派的思维方式和对“义”的追求有多么不同，两派都始终坚定地认

为天下人之利至上，他们都有把天下人之利至上放在首位的崇高标准。正如医生用不同的处方治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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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他们在治疗疾病上也有同样的仁心。可以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义”与“利”的价值上

寻求“中道”。 

5. 结论 

“义利之争”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孔子后期的利义观认为，重义

重利，甚至舍命为义，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积极、

健康、昂扬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先秦孔子的“重义轻利”还是墨家的“义利并举”，我们

应该用矛盾观看待问题，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在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适度的把握好度，从而为社会主

义服务。“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基本价值和最崇高境界。为了“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

流血牺牲，坚决捍卫。这是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义”是一种精神信仰;
是对理想的追求；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持久的力量。仁、义、礼、智、信对我们新时代社会来说是

和谐的基础，我们要想真正的建立和谐的社会，没有这些是不行的!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义”。

都说影视剧里的情节是出自于生活，近期有一个特别火的连续剧叫《巡回检查组》，该剧以东川省巡视

队队长冯森和监狱巡视室主任罗冉为叙事主线，讲述了新时代检察机关如何维护人民正义和法律权威的

故事。在这部剧中胡雪娥母子的悲惨遭遇，以及维护生命所展现的疯狂举动，令人感到震惊。社会法治

不能做到公平正义，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是灾难。这部剧围绕着正义而出发，为了维持自己心中的义不

顾自己家庭，但里面还有一些为了利益而违背自己心中的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这部连续剧有很

多虚构的地方，但是他即体现了孔子的一个人必须要准守心中的“义”，又体现了墨家的在面对社会中

的诱惑时要坚守心中的那道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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