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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Helping for joy” is well known to all Chinese and it is highly appreciated. However,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n its culture root reasons 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s. Analysis on its concept and 
motivations demonstrates that the term of helping for joy not only has led the social fashion, but 
also is a unique cre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it simply discloses the mechanism of altruis-
tic behavior and the rich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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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助人为乐”一词在我国妇孺皆知，并为社会广泛推崇，但对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和理论价值却少有探究。

本文对助人为乐的概念解析和行为动因的探讨结论表明：助人为乐，作为一个成语不仅引领了社会风尚，

而且它是中华文化在助人行为上的独创，而且言简意赅的揭示了利他行为的内在机理，具有丰富的理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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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助人为乐是我国传统道德模范行为的特有名词，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比

如英语中与之最接近的词汇“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即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自愿行为，包括

助人、分享、捐献、合作与自愿行为(Arthur 等，1986 [1]，Eisenberg 等，1989 [2])。但该定义并未表达助

人为乐的“乐善好施”或“助人为快乐之本”之意。亲社会行为的创建人维斯伯(1972)曾经指出，亲社会

行为可能出自于利他主义行为动机[3]。故而，许多学者对亲社会行为的利他动机展开了研究，如米勒等

(1991)将利他行为与助人行为做了区分，认为助人行为是帮助他人的志愿行为，既包括期求回报的行为也

包括不求回报的行为。而利他行为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亲社会行为，这种回报既包括外在报酬，如物质

利益、社会奖赏等，也包括内在报酬如自我奖赏等[4]。显然，如果利他型亲社会行为无论在行为前还是

在行为后都不能有任何自我奖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助人为乐”，而只能是“助人为乐不乐”。

我国学者对助人为乐行为的研究也多因袭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而很

少使用“助人为乐”概念。其原因也正是考虑到行为动机的复杂性，许多研究者认同对亲社会行为、助

人行为和利他行为模糊定义的方式。理由是，无论助人行为出于何种动机，也不管动机的性质如何，只

要行为的结果有益于他人或社会，那么就都可以称这种行为为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耿希峰，

2010 [5])。 
然而，关于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定义的模糊问题给研究者和学习者均带来很大的困惑。

为理清三者的关系，克莱勃斯(1994)将三种行为视作一个(亲社会行为)连续体。连续体的一端是自利行为，

另一端是利他行为。这样就可以根据行为朝向和行为所含利益大小加以区分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6]。我

国学者则更多地把三种行为视为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即亲社会行为既包含自愿帮助他人且不求回报的

利他行为，也包括为了某种目的，有所企图的助人行为。利他行为是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而相对利

他行为而言，助人行为则处于较低层次，并将三者之间的包含关系概括为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利他行

为(覃伟合，1994 [7]；白利刚，1997 [8])。 
可见，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出助人为乐的内涵。其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研究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

美国心理学家川迪斯(1991)跨文化助人行为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倾向于集体的需求和目标，

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关注的则是他们自己；与此相反，群体文化取向者倾向于帮助其所在群体

内的成员，而个体文化取向者比前者更倾向于帮助陌生人[9]。基于个体利益至上的西方文化决定了他们

对人性的两个基本假设：即利己和利他。也正是这种二分法的假设，才导致上述关于亲社会行为、助人

行为和利他行为概念的模糊。相反，我国群体利益至上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奉献和献身精神，更倾向于

把助人行为视为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谈及助人、奉献甚至献身等美德时，并不考虑个人的损益，因而

才有诸如“助人为乐”、“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传统美德。 
事实上，就我国道德之上的传统文化而言，助人为乐更强调的是一个“乐”字。《论语》中把“乐”

视为德性赋予的快乐感受；亚里斯多德称这种快乐为灵魂的愉悦感受和情绪；列维纳斯视这种快乐为超

越人与人之间互惠互利关系的“他者”情怀；麦金太尔把包含在道德活动中的快乐称为“实践”活动的

“内在利益”，是超越任何外在财富、地位和权势的人生至高境界(孙海霞，2013) [10]。因此，助人为乐

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境界，是一定德性基础上的高度自觉的道德行为表现。正是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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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我国学者如郎向阳(2003)等把“助人为乐”视为道德理想的范畴[11]。因为它视“助人”为人生

的乐趣之本，它把“助人”内化为人生的第一需要，体现了行为主体在道德认知上的高度自觉。 
可见，助人为乐既不同于西方建立在个体自利基础上的广义的助人行为，也不同于基于利他假设的

纯利他行为，更区别于代表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亲社会行为。助人为乐是一种行为，但

更是一种境界，一种在助人过程中体验到的内在的、永恒的、神圣的精神愉悦感。因此，在我国文化背

景下，助人为乐堪称是一种利他型亲社会行为，即主动给他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从中感到幸福愉悦的一

种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 

2. 助人为乐行为动机分析 

在社会行为动机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是克雷顿·奥尔德弗(Clayton Alderfer, 1969 [12])提出的 ERG 理论。

他在重新论证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基础上提出人的三个层次需求或动机理论，即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和成

长需求。生存需求指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需求，包括马斯洛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关系需求是人所具

有的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愿望，这种社会和身份地位的需求要求与他人交往中的相互满意，也包含了马

斯洛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的外在成分；最后他把成长需求视为一个独立的实现个人发展的内在愿望，类

似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需求和自尊需求的内在因素。另外，ERG 理论认为三个需求层次之间并无严格界

限，比如当人的成长需求无法实现时就会在关系需求层面付出努力以求成长需求的满足。ERG 理论为我

们探讨助人为乐行为动机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框架，并在该框架下梳理以往社会行为动机理论。 

2.1. 基于生存需求的本能动机 

按照助人行为的生物进化论解析，人具有“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式本能动机(董
志勇，2008) [13]。“亲缘利他”表现为具有血亲关系的人，如母子、兄弟等之间的利他性互助行为。“互

惠利他”源于人们对团体生活中相互帮助胜于个体单独努力的生存认知，表现为个体助人是期待他人对

自己未来的回报；“纯粹利他”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即亚当·斯密所说的“人性本身的利己与

利他的两面性”，利己动机满足人生存的物质需求，利他动机使人获得精神的满足(高瑞鹏，2010) [14]。
正是人类这种与生存需求相联系的本能动机才催生了人的助人行为。当然，这里并不排除西方关于亲社

会行为或助人行为的动机，如社会交换论、社会规范论以及社会契约论等理性动机的解释。但助人行为

本身大多是针对特定(时间或地点的)求助需求而实施的帮助行为，与其说这种帮助是出于理性思考的结果，

不如说是出于本能的帮助行为，尤其是紧急状态下的助人者根本无暇进行理性思考，如“跳水救人”、

“伸手去接坠楼婴儿”等。因此，助人本身与人的生存需求直接相关，尤其是与人的精神生存需求相关，

助人行为是人的本能倾向。 

2.2. 基于关系需求的情感动机 

奥尔德弗认为，人的关系需求是对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追求。相对于以生理需要为内容的安全需求而

言，它是更高一级的以个体情感为内容的心理需求。助人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以同情心为基础的关系需求

的表现。同情心，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的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

的感情。”[15]。这种感情是一种原发的不受人控制的普遍情感，是人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而且，他认

为“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的看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

兴。”[16]。斯密关于人性的解析不仅道出了助人行为的动机，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助人行为会给人带来快

乐。神经生理学研究也表明，一个习惯于积极思考的人其正向细胞因多次被活化而获得更多的快乐体验，

相反，一个习惯于消极思考的人其负向细胞因多次被活化而产生更多的悲伤体验。因而，像助人这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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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观的行为，自然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体验。不仅如此，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分泌的神经传导物

质因具有刺激细胞生长发育功能而增强身体免疫力。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

成果证实，经常助人的志愿者会比常人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而且能显著提高身体的免疫力[17]。 

2.3. 基于成长需求的价值动机 

成长需求是 ERG 理论关于人的需求的最高层次，表示个人谋求发展的内在愿望，即自尊需求的内在

满足或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与需求层次论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基本相同。按照马斯洛的观点，助人

为乐是一种高级精神追求，表现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关怀和奉献，而当人实施这种奉献行为时，会获得快

乐的高峰体验。换言之，帮助他人所获得的快乐远远高于吃饱喝足的快乐，高于儿孙满堂或亲朋满座的

快乐，也高于腰缠万贯或硕果累累的快乐。因为奉献本身是无私的，它所带来的快乐也是其它任何生理

需求的满足所无法比拟的。我国儒家塑造的君子就是自我实现人的化身，需要修身正己又兼济天下，宽

以待人且成人之美。许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投入到慈善事业就是很好的例证。心理

学实验也证明，把奖金用于自身消费所带来的快乐远远低于用于他人或慈善机构所带来的快乐。此外，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乐观的人格特征，如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个人价值感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是形成

快乐的重要因素。助人就是个人价值的行为表现，助人者倾向于从积极方面看待事物，易于产生积极情

绪。积极情绪催化潜能发挥而增大工作成就可能性，进而产生更多的成就感和愉悦体验。 
鉴于动机是建立在需求基础上的行为意向，那么，建立与 ERG 理论三个需求层次相匹配的包括基于

生存需求的本能动机、基于关系需求的情感动机和基于成长需求的价值动机在内的助人为乐动机层次就

具备了其理论基础。在实践意义方面，ERG 理论关于需求的“非等级递进”特征和“满足-强化”；“受

挫-回归”原理对不同类型的助人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和指导意义[18]。在快乐体验方面，助人行为的本

能动机同人的生存需求一样大多源于外在因素，如行为规范等，尽管这种规范经过内化已成为人的自觉

行为，但毕竟从根源上来自于外部约束，具有一定被动性，行为者所体验到更多的是“尽到责任”或“履

行义务”后的满足感；情感动机是在同情与感恩思想和情绪支配下所产生的助人行为以及对行为结果的

一种愉悦和平衡的心理感受，而非自我实现的快乐体验；价值动机驱动的助人行为，建筑在行为者高尚

的人格、奉献社会的观念和人生信仰支配下的不求回报的助人行为，体现为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助

人为快乐之本”的内涵。 
可见，“助人为乐”不仅是对助人行为本身的解读，更是对行为主体道德心理最高境界的简约概括。

所谓人生有“三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和助人为乐。这里将助人所带来的快乐视为人生乐趣的最高

层次，足可见我国传统文化对助人美德的广泛认同和对助人行为的真知灼见。关于助人为乐行为的本能

动机、情感动机和价值动机的分析，不仅为揭示该行为实践提供了指导，同时也证实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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