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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家文化照亮财富创造之路

孔庆林

当今中国，是崇尚财富的年代，没有财富的创造，就没有中国

的民富国强。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继承其

精华部分，和当今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借以照亮财富创造之路。

儒家文化能否照亮财富创造之路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对此持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重义

轻利，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一定矛盾，因此，只有抛弃儒学，才能谈

得上财富的创造。

认为儒家重义轻利，显然是孔子说的“识其一，不知其二。”

（《庄子·天地》）我们不妨从孔子的富民思想来回答这个问题。

公元前 484年，孔子结束了 14年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回到鲁国。儒家经典记载的鲁哀公向孔子问政的话，都是这个期间

发生的。一次哀公问孔子：“什么叫政治？”孔子回答说：“政在使民

富且寿。”（《说苑·政理》）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孔子的富民思想，甚

至可以认为，这是孔子所有言论中最精彩、分量最重的一句。之所

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句话回答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执政的根本

理念和根本目的，它既是孔子仁者“爱人”（《论语·颜渊》22章，下只

21



文
史
篇

注篇）这一核心思想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又是孔子“天之所生，地之

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思想的具体化。人类社会，尽管社

会制度不同，从政的方式、道路不同，但归结于一点，难道不都是以

人为本，“使民富且寿”起来吗？

现在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把发展的目光聚焦于民生问题的科学发展观，可

以认为是孔子关于“政在使民富且寿”这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说明孔子对利不仅不反对，相反还非

常重视。比如他的学生原思做了地方官，俸米 900斗，原思认为多

了不接受。孔子知道后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意

谓不要这样，可以分给你的邻居和乡亲嘛！该得则得，多余的可以

周济街坊邻居中的穷人，不但是孔子仁爱思想的体现，也体现了他

多劳多得的观点。

孔子认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财力的支持。如他说：“自季孙之

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

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说苑·杂

言》）意谓自从季孙氏赐给我千钟粮食，朋友与我更加亲近；自从南

宫敬叔送车给我坐，我的主张更加容易推广。所以，主张需要遇上

一定的条件才被看重，拥有势位才能实行。若没有他们两位的恩

赐，我的主张等于是废弃了。

至于为什么会认为儒家重义轻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

是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全面了解孔子的原本思想，误认为孔子轻

利。比如，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以及“君

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等话，再加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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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篇有“子罕言利”一说，因此，在我们一般印象中，孔子不怎么讲

利，好像对“利”存有某种偏见，这就是误解。孔子讲这些话的本意，

是希望自己的弟子不可因利而陷入唯利是图的泥潭，特别是在遇

到困境时，不因利而丧失自己的斗志。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

（《里仁》），他培养的是治国安邦的国家栋梁之材，如果眼睛只盯着

小利，那就是如他说的“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这就和孔子

的意愿背道而驰了。

孔子反对见利忘义，提倡义利合一，做到取舍不苟，这就是后

人总结的孔子的义利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我们可以肯

定地说，只要政策对头，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它不

但可以创造财富，而且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亚

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30多年的变化，活跃于海内

外一大批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商帮的实践，无不对此给予了验证。

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吴汉泉认为，尽管现在流行哈佛管理热，

但是儒学的五伦、五常，还有“和为贵”思想，都是海外华商从两手

空空到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石。新一代华商在用 MBA管理思想进行

交流的同时，应回头找寻中国儒家文化传承的思想财富。

儒家文化怎样照亮财富创造之路（一）：修内圣做人之德

孔子关于内圣做人之德的思想，甚是丰富博广。比如好学上

进、厚德载物、爱家爱国、明礼谦让、仁爱乐善等等。而这些，又集

中地体现在孔子说的“修己以敬”（《宪问》）这句话上。梁启超先生

在《儒家哲学》中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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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一种求利性活动，经商是为了赚钱，但如何求利，如何

处理好己利和他利的关系，大有文章。对商家来说，要明确的一个

道理是，利他就是利己。不赚黑心之钱，不发不义之财，力求从德

行、思想和财富的创造上影响他人，这就是人格。有了这样一种大

视角、大境界、大智慧的大商业观，才能成就大事业。

传媒大王默多克在评价李嘉诚时这样说：“李嘉诚相信天下最

聪明的生意是———做人重于经商。换言之，要经商必先做人。的确，

小商人做生意总是两眼直盯着钱，心中有种种惑人的‘小算盘’，这

种小‘摊贩’似的经商方式，是绝对不可能做大的；大商人则心明眼

亮，把做人的利害关系摆在第一位，他们懂得善于做人，可以给自

己的经商带来无形的资产，赢得大笔的财富。前后两种人，做人态

度、经商方式不同，境界自有高下。李嘉诚则属于做人到位，经商得

法的一代‘华人首富’———在他的人生簿和生意簿上处处闪现着做

一等人的智慧，做一流生意的法则。”

要知道，人格的魅力，是长期起作用的无形资产。在中国这样

一个传统文化大国，人们对人格的认同和成事的关系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其实，文明程度越高的民族，人们对人格认同的要求也

就越高。

20世纪 70年代成立的日本松下电器商学院，明确地提出“经

商之道在于德”的思想。课程安排，主要是儒家的《大学》、《论语》、

《孟子》、《孝经》等内容。

法制与道德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两个支点，缺一不可。现代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如同鸟之两翼，只有两者

互为补充，才能高飞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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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道德与经商活动融为一体，以德聚财，以财播德，做人第一，

经商第二，靠人格取胜，这是儒家的价值导向，也是用儒家文化照

亮财富创造之路的正确选择。

儒家文化怎样照亮财富创造之路（二）：成外王成事之道

儒家的“内圣”要求，即儒家的心学并非目的本身，而“外王”，

即经世致用的本事，才更具有实际意义。由此想到，用内圣的德这

个“形而上”之道去统御外王日用技艺的“形而下”之器，也就成了

儒家外王成事之道的必然选择。

孔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以“成人”为目标，以“成事”为目

的。在他看来，成人是手段，成事是目的。他曾深刻地指出：“诵诗三

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

路》）意谓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搞政治，不会；走出国门办外交，不

能独立应对。像这样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孔

子学以致用的思想，外王成事的价值指向十分清楚。

孔子一生，主要是教书和整理六经典籍两件大事，从政的时间

不是很长。但他珍惜从政机会，努力工作，由下层到中层，再到高

层，经历和处理了诸多问题，也积累了许多治政治国的经验，他不

仅是一位教育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思想家和管理的实践者。

宋朝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所谓治，就是管理。孔

子的管理思想，虽然主要讲的是社会道理方面的，但其道理，也可

借用到企业管理和财富创造之中来。如同冯友兰先生在讲到儒学

与工商社会的关系所指出的那样：儒家伦理虽然产生于农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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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阐述的并不限于农耕社会之理，而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

以孔子的贵人思想为例：《乡党》篇记载了一个孔子问人不问

马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孔子为鲁司寇时，孔子正在朝中处理公

务。一次国厩（马棚）失火，孔子得知后马上退朝，赶赴现场。他首先

想到是否有人员伤亡，问“伤人乎？”而未虑及马匹损失。要知道，当

时人贱马贵，“5名奴隶 =1匹马 +1束丝”。孔子发现马厩失火，第一

句话问人不问马，连同孔子其他关于重视生命价值的思想，让人深

切地感到，孔子对人之生命的无限热爱与珍惜。

在财富创造的活动中，把孔子的贵人思想，贯穿于经商活动或

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对于事业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财富的

创造，离不开和人打交道；管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最高境界，一定

是着眼于人的。

再以财富的创造为例，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泰伯》）意谓国家有道，自己贫贱，是耻辱。孔子的思想，囊括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亮点之一，就是他的富民思想，这段话，体现

了这一思想。在太平盛世，如果不是特殊原因，仍然贫穷，这难道不

是让人感到耻辱的事情吗？因此，在太平盛世，要把挣钱看作是一

种责任，向贫穷宣战。

用儒家文化照亮财富创造之路，不是说具体如何发财致富，而

是告诉我们做人的原则，成事的智慧。公元前 484年的春天，孔子

的学生冉有为季氏统帅军队，和齐国作战，打了大胜仗，季康子问

冉有：先生的军事才能，是从那里学来的？冉有说：“学之于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子贡是被后人称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累

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大儒商，和范蠡齐名。旧时商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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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贴的“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即是指有商人鼻祖之称的范蠡和孔

门儒商第一人的子贡。孔子教给冉有军事知识吗？没有，连孔子自

己都说，“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左传·衷公十一年》）；教给子贡怎

么发财吗？没有。冉有能够打胜仗，自贡能够发大财，就在于他们掌

握了孔子关于做人的原则，成事的智慧。

孔子说过“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的话，意谓君子固守正

道，不应无原则地守信用。这就告诉我们，君子只能和君子讲信用，

否则，就极易上当受骗。还说过“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废”（《晏子

春秋·谏下》）的话，等等，这都是一种成事的智慧。孔子说：“我战则

克。”（《礼记.礼器》）这句话，充分展示了孔子“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不鸣则己，一鸣惊人”的志在必得的高度自信心。创造财富，需要这

种精神。

孔子的全部学说，可以归结为如何做人和成事两个方面。内圣

做人之道做得越好，外王成事的本事越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这才是儒家理想的士人形象。

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衡量一个人

的人生价值，可以归于三类：一类是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自我收支平

衡的人，一类是他创造的剩余价值收不抵支的人，一类是他创造的

剩余价值收大于支的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文明

社会，靠的就是第三类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地堆积而发展起

来的。如果收不抵支，或者收支平衡，那就不会有人类的发展。今天

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第三类人，这样的财富英雄越多，社会的发

展就越快。

今天，在太平盛世要创造财富，成就事业，必须回到孔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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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汲取他做人成事之道的智慧。用《红楼梦》第五回里一句话说，就

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昔日的儒家思想，就是今

天的财富创造之源。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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