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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编者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再适用于当代，利益的正当性早已为人们坦然接受，
然而“义与利”的考量却从未间断。如今，没有血腥杀伐，没有你死我活，而唯利是图，唯
个人利益不可触碰，却成了污浊的潜流，让思想迷茫，令灵魂出丑，甚至碾压着一代人的价
值观。理想，还能如星光照耀我们前行的路吗？你看不懂的理想主义者，真的是“矫情”是
“傻瓜”是“神经病”吗？狡黠的利已主义者讥笑着诚实忠厚无私者时，你能辨识吗？
跟白杨老师一起读一篇关于利益与理想情怀的精彩时评吧，希望你能学到辩证思维的方法，
读出前行的方向。

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
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
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
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
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
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
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
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
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
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
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
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
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
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
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
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
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
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
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
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
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
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

❶由关于青春话题的热议引出批
评的话题。

❷陷入利益羁绊，似乎成为全社
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也触发人
们的自我反思。下文分段论述危
害。

❸肯定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引名
言进行道理论证。

标题用“有……也有……”的句
式体现辩证思考。

❹否定利益绝对化，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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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
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
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
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
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
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
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
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
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
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
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
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
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
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
何处安放？（反问句充满辩证思辨，发人深省。）就像文学
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
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
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
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
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
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
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
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
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
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
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
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
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
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
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❻利益至上占据了很多人的大脑，
侵蚀着社会人心，几乎摧毁这个时
代的价值体系。例证充实，语含激
愤。

❼理想也许不能带给人们实际的
好处，甚至，会使人在现实中陷入
困顿，但，理想却是人生最持久的
心理能量的源泉。辩证论述。

❽比喻句洋溢着褒扬，事实论据恰
切、确凿，充满力量。

❺排比、反问，论述利益吞噬理想
情怀造成的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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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
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
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 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
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
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
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
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
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摘自《人民日报》时评精选）

【时代警语】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
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
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
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
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思维导图】

❾放眼世界，从历史的纵深处看
向当下，结论部分，显出立意的
高远，引哲学家的经典论断，更
显出思想的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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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
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
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
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
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
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
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
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
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
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
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
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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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
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
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
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
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 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
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
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
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
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
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
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
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
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
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
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
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
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
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 18 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
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
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
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
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
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
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
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
步。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三
有个体意识，也要有全局观念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谈全局观念，很容易招来拍砖乃至讥笑。一个传统上如此重视
集体归属感的群体，又刚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走出来不远，很多人还沉浸在对“无
我”的反思之中。追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思想的松绑，仿佛才刚刚开始。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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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必要在肯定个体意识的同时，强调全局观念的“也要”？

这正是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所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种观念像个体意识与利益诉求一样，如此席卷人心。从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从“言利未必非君子”到“无利不起
早”，个人利益已经成为很多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或含蓄或直白，或温和或激烈，对
个体的强调，迅速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全线展开。

观念的演进，源自奔流的实践。个体意识勃兴的背后，是告别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社会进程。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利益边界，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凡
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
和纠正”，也正是因为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赢得了亿万人发自内心的推
动。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时代一去不返。

然而，“全局”从来不会因为对“个体”的强调就不复存在。辩证法的伟大在于，它永
远提醒我们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垃圾焚烧厂建在你这里不行，建在我这里也不行，但它总
要建在一个地方，否则必然是垃圾围城；修桥修路修车站，拆你的房子不行，动我的奶酪不
许，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除非大家都不过桥不走路不出远门。一边抱怨雾霾遮天，一边不
愿安步当车节能减排；一面痛骂就医难买房贵，一面又都想挂专家号住豪宅，这样的“通吃
心态”，不止是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会碰壁。

一切都让个人听命于集体，强调个人为“全局”无条件牺牲确属苛求；但“我满足了，
才是公平，我满意了，才叫正义”，肯定也非理性。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一己之私的最大化，
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会进步，“各私其私，绝无国民同体之概念”，不仅难以发育出良
好的社会，也难以长久维持个体的利益。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利益多元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权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样，欢呼由此带
来的文明进步，那么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个体与整体必须协调。
近年来，无论是地铁禁食的争议，小区文明养犬的讨论，还是公共场所禁烟引发的热议，一
系列公共事件无不提醒我们，个体行为并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权利是有边界的。正如
谚语所说，你挥舞拳头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体的妥协沟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
的利益格局。

社会的发展，将个体的尊严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历史条件和时
代环境的个人主张，可能成为国家之痛。对“从摇篮到坟墓”高福利制度的过度追求，让欧
洲国家掉入高成本、高税收的陷阱，社会危机由此而生。同样地，在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的
当下，要求取消所有城乡差别，在教育、医疗、户籍制度等方面实现绝对的均等化，不仅是
脱离历史的，也是超越时代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20 世纪以后，传统的权利概念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绝对的、
排他的权利须受到某种限制，以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过程也是作为个体的公民重新进
入社会的过程，是意识到权利之上还有社会责任的过程。无视他人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脱
离时代的语境，抽象的权利只能在现实中逐渐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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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让“个体”与“全局”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总将对“全局”的考量，放在
“个体”的对立面上。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容易枯萎；思维陷入绝对时，真理即成谬误。
如果说，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只是公民意识成熟的第一步，那么让这个社会变得更
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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