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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 北京 100872)

摘　要:在传统中国 , 慈善行为和慈善事业之所以长盛不衰 , 自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仁爱同情与慈

悲为怀是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情感动力 , 积善成德与见义勇为是慈善行为和事业的理性基础和道德

实践 , 而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则是传统慈善行为的普遍价值信念和赏罚机制 , 三者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社

会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思想基础。在当前我们努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时候 , 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

合理因素 , 有助于推动现代慈善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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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我国慈善事业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 , 全国上下全力救灾的壮举更是让我们

感受到慈善事业的强大力量和价值。

在传统中国社会 , 慈善行为和事业是受人尊重的事

业 , “积德行善”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慈善事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

步 、 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

在传统中国 , 慈善行为和慈善事业之所以长盛不衰 ,

自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 , 在今天我们努力推动慈善事业

发展的时候 , 批判继承这种传统慈善思想的合理因素 ,

将有助于现代慈善事业的进步。

所谓 “慈善” 就是指出于同情 、 仁爱的道德情感而

怀有的有利于他人并帮助他人的善意和基于这种善意而

采取的行为。正如唐代大儒孔颖达在为 《左传·文公十

八年》 作注时所说: “慈者 , 爱出于心 , 恩被于物也”。

这也就是说 , 慈善不仅是一种爱心 , 而且还是一种有恩

于别人的善行。可见 , 慈善是观念与行为的统一 , 行为

与事业的统一。它如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 , 我们一般就

称为 “善举” 、 “高义 ”。而这种慈善行为如果是一定的

群体坚持长期所为而不是一种偶然的行动 , 那它就由行

为的 “善举” 而变成一种社会慈善事业了。 作为一种个

人行为的慈善其基本特征和宗旨是以积德行善为目的 ,

而作为一种社会事业的慈善其基本特征是以调节 、 和谐 、

补救 、 福利社会与人群为目标的。因此 , 它是以追求

“公益” 为其事业特质和价值目标的。

整合中国各个时代和各家学派的慈善思想 , 可以概

括为下述几方面:

第一 , 仁爱同情与慈悲为怀的思想感情。仁是中国

传统道德即儒家道德的第一德 , 仁者爱人 , 爱他人被看

作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精神源头。仁爱精神要求人们从

亲亲开始 , 而达到仁民 , 最终达到爱物 , 并认为人的其

他道德都是从这种仁心中扩充出来的。孔子要求人们要

“泛爱众” , “爱人者 , 人恒爱之”, 强调 “四海之内皆兄

弟”。对于社会的精英分子 , 孔子更是要求他们 “博施

于民而能济众”。 到了宋代哲学家张载那里则提出了

“民吾同胞 , 物吾与也 ” 的泛爱与博爱思想。 墨家思想

提倡 “兼相爱 , 交相利”, 墨子不仅强调思想上的兼爱 ,

还强调爱人必须体现为利人 , 人与人之间应互帮互助 ,

不能损人利己 , 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要 “有力者疾以助

人 , 有财者勉以分人 , 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尚

贤下》)又说:“财多 , 财以分贫也。” (《墨子·鲁问》)

换言之 , 每人应发挥所长 , 竭尽其能 , 从体力 、 财力 、

智力各方面帮助别人 , 去实践 “兼爱” 的理念 , 惟有如

此 , “则饥者得食 , 寒者得衣 , 乱者得治。” (《墨子·尚

贤下》)由此可见 , 墨爱的 “兼爱” 思想充满着乐善好

施 、 广济天下的精神。 墨子还提出若以 “兼为正

(政)”, 则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 , 以终其寿;幼弱

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 , 以长其身 ”。 (《墨子·兼爱

下》)作为一个 “兼士” (信奉并践行兼爱学说的人),

看到朋友饥饿 , 就给他食物吃 , 寒冷就给他衣服穿 , 有

病就前去照顾 , 殁亡就为他入殓 , 这体现了古代劳动人

民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和扶困济危的精神风尚。 后期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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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著作 《小取》 中还说:“爱人 , 非为誉也。” 这种施仁

义而不图报恩者 , 其心其德弥足珍贵 , 更令人敬仰。墨

家摩踵而利天下的精神对后世慈善事业产生过积极的影

响。在历史上 , 下层群众中互爱互助的行为从未停止过 ,

一人有事 , 众人相帮 , 一方有难 , 八方支援。慷慨解囊 ,

急公好义之士不绝于耳。儒家尚仁 , 墨家倡义 , 仁与义

为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德目 , 因此才有 “仁义道德”

之连用 , 也才有唐代韩愈 “仁与义为定名 , 道与德为虚

位” 的说法。可以说仁爱义行是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和事

业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另外 , 我们还要接着问 , 仁爱之心又产生于哪呢?

在孟子看来 “恻隐之心 , 仁之端也 ”。也就是说 , 同情

心是产生仁的根源 , 这是人的 “四善端 ” 之一。 孟子

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心者 ,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

井 ,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 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 ,

无恻隐之心 , 非人也。” (《孟子· 离娄下》)孟子认为当

人们突然看到一个蹒跚学步的孺子将要坠入深井时 , 心

中就会油然而生怵惕 、 恻隐之心 , 自然就会出于同情而

去拯救孺子于危境中 , 而这个同情心是一切善举的精神

源头。 由这种同情的 “不忍人之心” 就可以来怜惜生

灵 , 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 , 把滥杀无辜当作非仁。我国

民间社会的尊老爱幼 、 孝慈为怀 、 邻里相帮 、 济人危难 、

助人为乐的品质就是在这种仁爱同情思想的影响下逐步

形成的。

在佛教看来 , 人有无慈悲心是一个人有无一点善根

的关键 , 而能否做到 “悲天悯人” 、 “大慈大悲” 、 “普渡

众生” 则是一个人人格境界和能否成佛的标志。凡是信

佛的人都须胸怀慈悲 , 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福 , 以怜悯

之心拔除人的痛苦。正如 《大宝积经》 里所说的 “慈爱

众生如己身” , 知其困厄 , 如同身受 , “大慈大悲 , 常无

懈怠 , 恒求善事 , 利益一切。” (《法华经》)佛教的这种

慈悲为怀的精神与儒墨的同情仁爱思想相互支持 , 成为

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同情心是促使人产生同情冲动和引发行善行为的根

本动因 , 正是有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 , 人才能去爱人 ,

才能去扶危济困 、 救助弱者 , 才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不仅在中国 , 在西方 , 休谟 、 卢梭也非常重视同情心对

道德的重要作用 , 大量的道德事实表明 , 人的同情和怜

悯之心借助于心灵交感 , 而成为产生乐善好施举动的根

本情感基础;很难想象患有良知麻痹的人 , 会成为慈善

事业的热心人 , 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某些人是 “麻木不

仁” 的人的原因。当代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缺乏人

道主义的教育 , 优秀文化传统的失落和诸多复杂社会原

因 , 导致了当代中国人们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 , 即人们

对他人的疾病痛苦 、 身体残疾 、 生活困境甚至生命危机

等缺乏应有的关注。要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 就应该

从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做起 , 因为慈善事业的基石正是人

们的同情心和爱的道德感。

第二 , 积善成德与见义勇为的道德要求。 如果说 ,

仁爱 、 兼爱 、 同情 、 慈悲是中国传统善举和慈善事业的

思想感情基础的话 , 那么 , 积善成德 , 见义勇为的观念

则是鼓励人们从事慈善行为和慈善事业的观念基础。坐

而论道 , 不如起而行之 , 慈善不仅是思想感情 , 而且也

要体现为行动。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 , 积善必然成德 , 一个在道德上

追求完善的人 , 要不断地做善事 , 要时时处处多做好事 ,

“勿以善小而不为 ”, 要 “但行好事 , 莫问前程 ”, 要

“分田同井 , 出入相友 , 守望相助 , 疾病相持 , 则百姓亲

睦。” (《孟子·梁惠王》)“大道之行也 , 天下为公……

故人不独亲其亲 ,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 壮有所用 ,

幼有所长 ,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 ·礼

运》)积善成德是传统中国人的一个深刻的价值信念 ,

而有德之人可以使自己 “心安理得” , 可以 “仁者寿 ”、

“智者乐” 。佛教也要求人们多行善事 , 广种福田 、 布施

施舍 , 乐善好施 , 济人贫苦 , “诸恶莫做 , 众善奉行 ”,

才能修得正果。道教 《太平经》 要求道众敬奉天地 、 遵

守忠 、 孝 、 慈 、 仁等宗教伦理道德 , 提出了 “乐生 ”、

“好善” 的教义;对世俗社会也深怀仁慈爱意 , 在施爱

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 , 才能长生不老 , 羽化成仙;

主张财物不应独占 , 应 “乐以养人”、 “周穷救急”, 若

是 “积财亿万 , 不肯救穷周急 , 使人饥寒而死 , 罪不除

也。” 〔1〕

行善不仅是为了自己的道德完善 , 也是作为人的义

务 , 慈善体现了这种做人的责任意识 , 扶危济困就是见

义勇为 , 这里不仅是一种对他人的同情 , 更是一种自觉

的道义担当。官府的救助 , 可能有 “得民心” 的政治考

虑 , 宗教的救助也许是出于一定的信仰 , 但民间自发的

救济则主要是一种 “自任” 的见义勇为。中国古代的慈

善之举中 , 洋溢着这种 “以仁为己任” 的责任意识。这

一精神在历史上培育了无数慷慨之士 , 它是我们民族优

良品德的一个重要方面 , 也成为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第三 , 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的赏罚机制。慈善行为

就其主体动机来说是无私利他的 , 是只讲付出 , 而不求

回报的 , 是不含有功利目的的 , 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

价值信仰和赏罚机制 , 在传统思想的儒释道各家中都有

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的思想 , 这种思想保证了中国传统

慈善事业能够长期持久地开展。德得相通 , 善恶有报是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特点 , 在儒家经典 《尚书·商

书·伊训篇 》 中有言: “惟上帝无常 , 作善降之百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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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传 ·坤·文言》 中说: “积善之

家 , 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 必有余殃” 。

老子 《道德经》 第七十九章云 “天道无常 , 常与善

人” 。庄子认为 “为善无近名 ”, 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 ,

就 “可以保身 , 可以全生 , 可以养亲 , 可以尽年”, 让

善人修身颐养天年 , 高寿善终 , 可见 , 善恶自有报应 ,

这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 , 因而在道家经典中得到反复

的申述。如 “积功累世 , 祚流百世” 、 “施恩布德 , 世代

荣昌”; “人行善恶 , 各有罪福 , 如影之随形 , 响之应

声” 等等。道教经典 《天平经》 提出了 “承负说”, 这

是在 “积善余庆 、 积恶余殃 ” 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

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 , 任何人的善恶行为

不仅在自身会遭报应 , 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

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 ,

子孙也要负其善恶的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

承负前五代 , 流及后五代。 “承负说 ” 说还提出 , 如果

自身能行大善 , 积大德 , 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 , 并为后

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 , 神灵将依据人的行为 , 赏

善罚恶 , 毫厘不爽。 同时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 、 可

免余孽的行动方向。这种思想 ,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中国传统社会 , 对于提倡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

民间社会 , 人们暗暗地做好事 , 修阴功 , 其慈善活动的

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 , “承负说” 的提出 ,

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 , 而且在中国民

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当然对于道教徒来说 , 唯有

积德行善 , 才能成仙 , 这是更大的善报 。到了宋代以后 ,

道教劝善书 《太上感应篇》 、 《文昌帝君阴骘文》 更是强

化了这种神佑鬼惩的善恶报应思想 , 对老百姓的道德修

为和慈善行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 为实现其劝善化俗的目的 , 还提

出了因缘业报说 , 也称 “果报论 ”。佛教认为:业有三

报:一现报 , 现做善恶 , 现受苦乐。二生报 , 今生作业 ,

来生受果。三后报 , 或今生受业 , 过百千生方受业。这

种业报轮回说告诉人们 , 今生修善德 , 来世升入天界;

今生造成恶行 , 来世堕入地狱。这种业报轮回说 , 一经

传入中土便同中国早已有之的 “积善余庆”、 “积恶余

殃” 思想相合拍 , 因而使善恶果报理论更加丰富。佛教

的 “果报论” 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 , 唤醒了众多人的

道德自觉与自律 , 使人们意识到 “善恶报应也 , 悉我自

业焉”, 并且认识到 “思前因与后果 , 必修德行仁”。从

某种意义上说 , 因缘业报说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人们的

善恶行为 , 并进一步充实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

诸如 “救人一命 , 胜造七级浮屠”, “放下屠刀 , 立地成

佛” 等劝善嘉言 , 妇孺皆知。缘于对来世受苦受难的恐

惧 , 人们注重自身的修养 , 广结善缘 , 尽量地积善积德 ,

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 , 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

事业持续不衰。

总之 , 仁爱同情与慈悲为怀是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和

事业的情感动力 , 积善成德与见义勇为是慈善行为和事

业的理性基础与道德实践 , 而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则是

传统慈善行为的普遍价值信念和赏罚机制 , 三者一起构

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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