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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追求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

础ꎮ 共同富裕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ꎬ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ꎮ 在博大精

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ꎬ很早就有了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和精神基因ꎬ如关于小康—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ꎬ关于均

平均安的治理理念ꎬ以及“等贵贱、均贫富”的民间吁求ꎮ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中ꎬ围绕共同富裕思想和实践ꎬ要努力避免将共同富裕肤浅地理解为集体贫困、平均主义、杀富济贫的思想误区ꎬ
积极挖掘传统义利观、德福观、公私观中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精华ꎬ探索新时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ꎮ

〔关键词〕共同富裕ꎻ传统文化ꎻ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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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定

的思想渊源ꎬ传统的大同和均平思想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ꎮ

一、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愿景

在传统儒家的圣人理想中ꎬ大同世界是圣人

所向往的治世ꎮ 在«礼记礼运»中ꎬ孔子曾说

过:“大道之行也ꎬ天下为公ꎬ选贤与能ꎬ讲信修

睦ꎮ 故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ꎬ使老有所终ꎬ
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ꎬ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ꎬ
男有分ꎬ女有归ꎮ 货恶其弃于地也ꎬ不必藏于己ꎻ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不必为己ꎮ 是故谋闭而不

兴ꎬ盗窃乱贼而不作ꎬ故外户而不闭ꎮ 是谓大

同ꎮ”除了大同之世ꎬ孔子还对当时的社会作出了

界定ꎬ即“今大道既隐ꎬ天下为家ꎬ各亲其亲ꎬ各子

其子ꎬ货力为己ꎬ大人世及以为礼ꎬ域郭沟池以为

固ꎬ礼义以为纪ꎬ以正君臣ꎬ以笃父子ꎬ以睦兄弟ꎬ
以和夫妇ꎬ以设制度ꎬ以立田里ꎬ以贤勇知ꎬ以功

为己ꎮ 故谋用是作ꎬ而兵由此起ꎮ 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ꎮ 此六君子者ꎬ未有不谨

于礼者也ꎮ 以着其义ꎬ以考其信ꎬ着有过ꎬ刑仁讲

让ꎬ示民有常ꎬ如有不由此者ꎬ在埶者去ꎬ众以为

殃ꎮ 是谓小康ꎮ”
从以上论述看ꎬ大同社会是一种天下为公的

原始民主社会ꎮ 在那个时代ꎬ虽然生产力还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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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的ꎬ社会物质财富也非常匮乏ꎬ但人们是

讲信修睦的ꎬ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ꎬ是一种

奉行原始公有制的社会ꎮ “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

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ꎬ共同的产品直

接满足公社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ꎬ
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

同的性质ꎮ” 〔１〕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盗窃、侵占等

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ꎬ而且即便是那些丧失劳动

能力的矜寡孤独废疾者ꎬ也都由社会来集体供

养ꎬ而不会被赶出氏族部落ꎬ任其自生自灭ꎮ 这

种大同社会也有管理者和领导者ꎬ但他们不是靠

强权产生的ꎬ而是在“选贤任能”的民主机制下

产生的ꎮ 应该说ꎬ孔子眼中的大同社会是原始民

主制的社会形态ꎮ
到了阶级社会后ꎬ尽管生产力还不是很发

达ꎬ但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和社会分化ꎮ 随着生

产力发展ꎬ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ꎬ出
现了少量的、可供个人支配的物ꎮ 当可供个人支

配的物达到一定数量ꎬ就出现了原始的私有观

念ꎬ产生了朦胧的物权意识ꎬ在原始思维中开始

有了“你的” “我的”的财物权属之分ꎬ并进而有

了物质交换ꎬ有了交易市场ꎮ “日中为市ꎬ致天下

之民ꎬ 聚 天 下 之 货ꎬ 交 易 而 退ꎬ 各 得 其 所ꎮ”
(«易系辞传下»)并出现了货币的早期形式ꎬ
«周易»卦辞中多有“十朋之龟” («易益六

二»)、“亿丧贝” («易震六二»)、“西南得

朋ꎬ东 北 丧 朋 ” (« 易  坤 »)、 “ 得 其 资 斧 ”
(«易旅九四»)等ꎮ 在这里ꎬ龟、朋、贝、资、
斧等都是上古货币形式ꎬ是在交易中用来支付对

价的货币ꎬ是商品交换频繁的讯息ꎮ 因此ꎬ我们

可以说ꎬ在«周易»中已经蕴涵了物和物权的原

始思维ꎮ
物权最直接的表现为所有权ꎬ表现为所有者

对物的绝对的排他性的支配ꎮ 而一物是否有明

确的所有权则是以“有分”和“无分”来区分的ꎮ
«荀子富国»:“人之生ꎬ不能无群ꎬ群而无分则

争无分者ꎬ人之大害也ꎻ有分者ꎬ天下之本利

也ꎮ”荀子所讲的“分”是个涵盖社会分工、等级

制和所有权界定等意义在内的广义的大概念ꎮ
«吕氏春秋慎势»有慎子著名的兔子理论ꎬ«商
君书»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一兔走ꎬ百人逐

之ꎬ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ꎬ由名之未定也ꎮ 夫卖

兔者满市ꎬ而盗不敢取ꎬ由名分已定也ꎮ”这个故

事的道理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ꎬ就是当物权不明

确时ꎬ按照先占主义原则ꎬ谁实际占有该物ꎬ就获

得了该物的物权ꎮ 因此ꎬ要避免出现众人争夺物

权的不稳定状况ꎬ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物权ꎮ 这

个确定物权的行为就是定名分ꎮ «慎子威德»
曰:“法虽不善ꎬ犹愈于无法ꎬ所以一人心也ꎮ 夫

投钩以分财ꎬ投策以分马ꎬ非钩策为均也ꎻ使得美

者不知其所以德ꎬ使得恶者不知其所以怨ꎬ此所

以塞愿望也ꎮ”在这里ꎬ慎子将法作为定分止争的

办法ꎮ〔２〕正因为有了“分”ꎬ才避免了“一兔走ꎬ百
人逐之”的社会混乱局面ꎮ 因此ꎬ要做到“首出

庶物ꎬ万国咸宁”ꎬ(«易乾彖»)根本还是要

明确物的所有权ꎬ要定分ꎬ“分已定ꎬ人虽鄙不争ꎮ
故治天下及国ꎬ在乎定分而已矣ꎮ” («吕氏春

秋慎势篇»)面对阶级社会中ꎬ人们各亲其亲ꎬ
各子其子ꎬ汲汲于一己私利的社会现实ꎬ为了便

于社会管理ꎬ除了慎到等早期法家提出的建立法

度以定分止争外ꎬ儒家更提出圣人制礼作乐ꎬ以
建立等级社会秩序ꎮ 正由于有了物的观念ꎬ才产

生了朴素的物权意识ꎬ并进而通过物的流转及物

权的设定、变更ꎬ使人与人之间以物为媒介产生

了待人接物的礼仪和习俗ꎬ“物畜然后有礼ꎬ故受

之以履”ꎮ («易序卦传»)儒家认为先民在从

茹毛饮血的野蛮蒙昧状态跨入文明社会之际ꎬ主
要是靠圣人来建立起等级和谐的社会秩序ꎮ 禹、
汤、文、武、周公就是这样的贤哲圣王ꎮ 他们为了

建立社会秩序ꎬ制定了礼和法等制度ꎬ所谓“礼义

以为纪ꎬ以正君臣ꎬ以笃父子ꎬ以睦兄弟ꎬ以和夫

妇ꎬ以设制度ꎬ 以立田里ꎬ 以贤勇知”ꎮ (« 礼

记礼运»)但礼义的作用往往并不能遏制人的

私欲ꎬ特别是统治阶级的贪欲ꎬ因而谋作兵起ꎬ纷
争不已ꎮ 在礼法失效的情况下ꎬ又祭出了刑法的

大纛ꎮ 通过礼与法ꎬ “刑礼讲让”ꎬ以 “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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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ꎮ 可见ꎬ无论是礼乐还是刑罚ꎬ都是出于明确

规范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ꎮ
综上ꎬ如果把由大同社会过渡到小康社会看

作是上古先民的“失乐园”ꎬ那么ꎬ希望从小康社

会重回到大同社会就是一条“复乐园”之路ꎮ 但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以及秦汉以降的君主专制社

会中ꎬ要想回到原始民主制ꎬ已经是不可能的ꎬ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ꎮ 而且如果单纯回到那个

物质生活匮乏的原始民主制社会ꎬ无疑是一种历

史的倒退ꎬ这种所谓的圣人理想愿景ꎬ实际上是

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拉历史倒车ꎮ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治理观念

为了在阶级社会中重建一种“货恶其弃于地

也ꎬ不必藏于己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不必为己”
的大同盛世ꎬ孔子等儒家思想家提出了均平思

想ꎬ即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ꎬ不患贫而患不

安”ꎮ 这句话如果从维护政权稳定上讲ꎬ强调的

无疑是均安的社会稳定ꎻ如果从社会分配上讲ꎬ
则突出的是均平的社会分配ꎮ

刚刚迈进文明社会门槛的上古先民ꎬ在初期

由于生产力发展还比较缓慢ꎬ仍需要公有制分配

方式来维系氏族的生存ꎬ缓解贫富分化ꎬ所谓“裒
多益寡ꎬ称物平施”(«易谦象»)从经济学角

度讲ꎬ强调分配上的公平也是一种均平思想ꎬ在
本质上体现的是公平正义价值理念ꎮ 公平正义

是现代政治学范畴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ꎬ虽然没

有产生现代意义的政治学ꎬ但其政治学观念主要

体现在一些传统道德上ꎮ 如现代所谓的公平正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体现在“中”的文化范

畴、“忠”的政治道德范畴和“均平”的社会分配

范畴上ꎮ
早在春秋时期ꎬ“忠”就被上升为保证分配

程序正义的重要手段ꎮ 所谓 “忠所以分也”ꎮ
(«国语周语上»)之所以强调分配过程中的

忠ꎬ主要在于忠体现了“中”的公正原则ꎮ “分财

不中”(«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是违背社会公

正原则的ꎮ “分财尚中”(通忠)则体现了追求平

均、公平、公正的社会正义ꎮ 在内史兴看来ꎬ“忠
分则均”ꎬ“分均无怨”ꎮ («国语周语上»)分财

上的公正ꎬ是一种保证公平正义的道德实践工

具ꎬ故所谓“专欲难成”ꎬ君主就是要“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ꎬ(«论语雍也»)做到“衣食所安ꎬ弗
敢专也ꎬ必以分人”ꎮ («左传庄公十年»)博施

于民和衣食分人的操作规程是什么? 那就是

“忠”ꎮ 唯有忠才能实现社会公平ꎮ 忠在这里扮

演了分配过程中的工具理性角色ꎮ 对于“忠所以

分也”ꎬ三国时期韦昭注云:“心忠则不偏也ꎮ”在
这里ꎬ忠体现了公正不偏的公平、公正理念ꎮ “忠
分则均”即通过忠之心来进行平均分配ꎬ体现了

忠的公平、公正意蕴ꎮ 进而ꎬ“分均无怨” 乃至

“若民不怨而财不可匮”ꎮ 此外ꎬ所谓“中能应

外ꎬ忠也”ꎮ 古者ꎬ“忠” 和 “中” 相通ꎬ “忠自中

出”ꎮ («国语周语下»韦昭注) “中”本身就具

有公平、公正的意蕴ꎬ这种内在的公平、公正意识

体现在分财的社会活动中ꎬ则表现为“忠”的原

则ꎮ
作为传统的农耕社会ꎬ几千年来ꎬ体现公平

正义的“中”“忠”和“均平”最集中反映在对土地

的占有和分配上ꎮ 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也始

终围绕抑制土地兼并而展开ꎮ 据历史记载和孟

子追忆ꎬ在上古时期曾经推行过井田制ꎮ 但进入

东周时期ꎬ礼崩乐坏、诸侯混战导致井田制遭到

严重破坏ꎮ 围绕井田制的破坏和重建ꎬ新、旧势

力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反应ꎮ «左传僖公十五

年»记载的晋国“作爰田”事件是晋惠公在被秦

国打败后ꎬ怕国人不让其回国ꎬ而采取的将公田

收入分赏给拥戴他回国的大臣的一种权宜做法ꎬ
事实上是对井田制的一种破坏ꎮ 而«左传襄公

二十五年»记载的楚国蒍掩“书土田ꎬ度山林ꎬ鸠
薮泽ꎬ辨京陵ꎬ表淳卤ꎬ数疆潦ꎬ规偃豬ꎬ町原防ꎬ
牧隰皋ꎬ井衍沃ꎬ量入修赋”则是修复废坏了的井

田疆畔沟洫ꎬ以稳固传统宗法制的基础ꎮ
春秋时期的郑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ꎬ

“国小而偪ꎬ族大宠多”ꎬ(«左传襄公三十年»)
公室争斗激烈ꎬ政权更迭频繁ꎬ“暴君污吏必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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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界”ꎬ(«孟子滕文公上»)井田制遭到严重破

坏是可想而知的ꎮ 公元前 ５４３ 年ꎬ子产进行改

革ꎬ其内容是“使都鄙有章ꎬ上下有服ꎬ田有封洫ꎬ
庐井有伍”ꎮ («左传襄公三十年»)重点是对

已遭漫汙的井田疆界进行重新勘定、修复ꎬ意在

重新加固贵族统治秩序的基石ꎮ 早在子产“作封

洫”以前ꎬ子驷就曾一度“为田洫”ꎬ力图改变“疆
埸日骇”的状况ꎬ但这导致了“司氏、堵氏、侯氏、
子师氏皆丧田焉”ꎬ(«左传襄公十年»)而实际

上这些丧田者所丧的田都是超规制侵吞的公田ꎬ
是僭礼越制的结果ꎬ用今天的法律术语说就是

“不当得利”ꎮ 这些“不当得利”受到冲击的贵族

发动了政变ꎬ“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ꎬ杀子驷、子
国、子耳ꎬ劫郑伯以如北宫”ꎮ («左传襄公十

年»)史称“西宫之乱”ꎮ
“西宫之乱”后的二十年ꎬ子产担任郑国执

政期间ꎬ又开始“作封洫”ꎬ对“大人之忠俭者ꎬ从
而与之ꎻ泰侈者ꎬ因而毙之”ꎮ 在郑国一定程度上

恢复了井田制ꎬ有效地平抑了土地资源的分配不

均和私田侵蚀公田的问题ꎬ缓解了日趋激化的社

会矛盾ꎮ 当然ꎬ不论是楚蒍掩的“书土田ꎬ井衍

沃”还是郑子产的“作封洫”ꎬ一方面在于明确原

有的井田ꎬ同时更多的是对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

条件下新开垦的荒地作井田制的划定ꎬ并纳入政

府赋税体系中ꎬ以增加财力ꎮ
客观地看ꎬ子产“作封洫”的改革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产物ꎬ而不是简单地恢复井田制的旧

制ꎮ “作封洫”的本质就是为恢复郑国业已破坏

的井田疆界ꎬ巩固贵族统治基础而进行的、主观

上属保守性质而客观上又有所变通、推动了社会

发展的改革ꎮ
到了战国时期ꎬ“祖述尧舜”的孟子在劝说

统治者施“仁政”、恢复先王之制时ꎬ突出强调的

也是恢复井田制ꎬ即 “夫仁政ꎬ必自经界始”ꎮ
(«孟子滕文公上»)认为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

根源是“经界不正ꎬ井地不钧ꎬ榖禄不平”ꎮ 只有

“经界既正ꎬ分田制禄”ꎬ天下才“可坐而定也”ꎮ
(«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ꎬ正经界是维

护宗法社会的基础ꎬ是行仁政的关键ꎮ
应该说ꎬ从进入阶级社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前ꎬ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ꎬ都唱着“不患

寡而患不均ꎬ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高调ꎬ围绕土地

问题ꎬ始终进行着抑制—兼并—再抑制—再兼并

的恶性循环ꎮ 西汉社会土地兼并严重ꎬ新莽的改

革也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ꎬ社会的贫富不均激

起了绿林和赤眉等农民大起义ꎮ 东汉时期土地

兼并也非常突出ꎬ仅光武帝刘秀的舅舅樊宏就占

田三百余顷ꎬ虽然东汉政府采取“度田”等方式

企图控制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ꎬ但收效甚微ꎬ非
但没有遏制住土地兼并现象ꎬ反而愈演愈烈ꎬ乃
至“豪人之室ꎬ连栋数百ꎬ膏田满野ꎬ奴婢千群ꎬ徒
附万计”ꎮ («后汉书仲长统传»)这导致广大

自耕农纷纷破产ꎬ最终沦为豪强地主管辖下的徒

附ꎮ 再以后ꎬ晋代实行占田制ꎬ北魏推行均田制

等都意在实现土地和田赋、徭役等的相对合理均

衡ꎬ以缓解因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不公而导致的

社会动荡ꎬ维护统治ꎮ 北宋王安石变法则从土

地、水利、税收、贸易、军备等更广泛的领域ꎬ推进

系列改革ꎬ平易社会财富ꎬ意在发展经济ꎬ促进社

会繁荣稳定ꎬ但结果均告失败ꎮ
不仅专制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ꎬ而致

力于从制度上采取有限度的均平措施ꎬ以实现社

会的均安ꎬ意在推翻专制统治者的太平天国政权

和中华民国也致力于对土地等社会资源进行再

分配ꎬ以实现社会公平ꎮ 比如ꎬ太平天国的«天朝

田亩制度» 就明确提出 “凡天下田ꎬ天下人同

耕”ꎬ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ꎬ有饭同食ꎬ有
衣同穿ꎬ有钱同使ꎬ无处不均匀ꎬ无人不饱暖”的
理想社会ꎮ 孙中山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
均关注土地等民生问题ꎮ 围绕土地问题ꎬ孙中山

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ꎬ提出土地国有ꎬ耕者有其

田ꎮ 针对土地私有的状况ꎬ孙中山指出:“现在的

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ꎬ都是替地主来耕田ꎬ所
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ꎮ 农民耕

田所得的粮食ꎬ据最近我们在乡下的调查ꎬ十分

之六是归地主ꎬ农民自己所得到的不过十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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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ꎬ这是很不公平的ꎮ”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

认为ꎬ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制ꎬ而且所得也归耕种

者ꎬ则将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ꎬ促进生产力

水平提高ꎬ即“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

民ꎬ农民一定是更高兴去耕田的”ꎮ〔３〕

综上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ꎬ围绕土地

等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始终是

统治者所必须关注的ꎬ也是他们维护自身统治的

重要基础ꎮ 为了维护统治ꎬ历代统治者在横征暴

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ꎬ也不得不打着均

平的旗号ꎬ进行有限的改革ꎬ以缓解社会矛盾ꎮ
正是由于占有土地的社会不公平ꎬ太平天国和资

产阶级革命派等才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土地制

度ꎬ指向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ꎮ

三、等贵贱、均贫富的民间吁求和底层幻想

如果说统治阶级均平治理只是一种维稳的

统治策略ꎬ那么ꎬ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渴望则一方

面反映了民间对公平正义的吁求ꎬ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底层社会一厢情愿的幻想ꎮ
在«荀子性恶»中ꎬ荀子指出人性是本恶

的ꎬ主要表现为“生而有好利焉”ꎬ“生而有疾恶

焉”ꎬ“生而有耳目之欲ꎬ有好声色焉”荀子

一口气列举了若干项人的欲望ꎬ并毫不遮掩地指

出:“夫好利而欲得者ꎬ此人之情性也ꎮ 假之人有

弟兄资财而分者ꎬ且顺情性ꎬ好利而欲得ꎬ若是ꎬ
则兄弟相拂夺矣”ꎮ 在利益面前ꎬ连兄弟血亲都

可能反目成仇ꎬ更遑论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ꎮ 换

句话说ꎬ人都对富贵名利汲汲以求ꎬ不遑多让ꎮ
在这种人性之下ꎬ当社会出现严重贫富分化时ꎬ
那些占有社会财富相对较少ꎬ甚至几乎没有财富

可言、没有立锥之地的社会底层就强烈希望能够

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ꎮ
社会底层渴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ꎬ表现出来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呼吁富有者让渡财富ꎬ
二是通过暴力攫夺ꎮ 也就是说ꎬ前者是和平争

取ꎬ后者是暴力获取ꎮ
由于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统

治ꎬ在这样的专制集权社会中ꎬ底层的声音和吁

求无以表达ꎬ往往湮没无闻ꎮ 代表底层民众提出

吁求的往往是社会上的一些有忧患意识的有识

之士ꎬ这些有识之士很多本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

员ꎮ 与贪婪刚愎的统治者不同的是ꎬ这些有识之

士敏锐地感觉到社会危机的征兆ꎬ提醒当权者和

豪强地主要适可而止、不要过于贪婪ꎬ以免激发

民众的反抗ꎮ 比如ꎬ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

羲就提倡天下为公的“公天下”ꎬ反对专制君主

的以天下为一己私利的“私天下”ꎮ 在«明夷待

访录»中ꎬ黄宗羲指出ꎬ那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

之大公”、把公天下作为私家莫大之产业的专制

君主不啻为独夫、民贼ꎮ 他们“屠毒天下之肝脑ꎬ
离散天下之子女ꎬ以博我一人之产业”ꎬ甚而至于

将天下利益视为其个人“产业之花息”ꎬ“敲剥天

下之骨髓ꎬ离散天下之子女ꎬ以奉我一人之淫

乐”ꎮ 黄宗羲渴望回到那种“不以一己之利为

利ꎬ而使天下受其利ꎬ不以一己之害为害ꎬ而使天

下释其害”“天下为主ꎬ君为客”的大同社会ꎮ 到

了清末ꎬ社会矛盾再次累积到一个临爆点ꎬ地主

阶级改革派代表龚自珍痛切指出:千万载治乱兴

亡就在于一个“齐”字ꎬ特别是在贫富悬殊的社

会里ꎬ所谓“贫相轧ꎬ富相耀ꎻ贫者阽ꎬ富者安ꎻ贫
者日愈倾ꎬ富者日愈壅ꎮ 或以羡慕ꎬ或以愤怨ꎬ或
以骄汰ꎬ或以啬吝ꎬ浇漓诡异之俗ꎬ百出不可止ꎬ
至极不祥之气ꎬ郁于天地之间ꎬ郁之久乃必发为

兵燧ꎬ为疫疠ꎬ生民噍类ꎬ靡有孑遗ꎬ人畜悲痛ꎬ鬼
神思变置ꎮ 其始ꎬ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ꎮ 小

不相齐ꎬ渐至大不相齐ꎻ大不相齐ꎬ即至丧天

下”ꎮ〔４〕在这里ꎬ龚自珍所说的“相齐”实际上就

是传统的“均齐”思想ꎮ 龚自珍敏锐认识到当时

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大爆发的前夜ꎬ正是“万马齐

喑”的风暴前夜ꎬ如果不能抖擞精神ꎬ革弊布新ꎬ
则必将激起一股强劲的地火以覆灭现政权ꎮ

君主专制的本质决定了统治集团的贪婪无

度ꎬ导致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ꎬ必然要有一

次大爆发ꎬ因此ꎬ每当统治集团腐朽到一定程度

时ꎬ总会激发起农民起义ꎮ 而这些农民起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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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往往是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ꎮ 从秦朝的

陈胜、吴广起义到王莽时期的赤眉、绿林起义ꎬ〔５〕

从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到唐代的黄巢起义ꎬ
从宋代的方腊、王小波、李顺等起义到元末的红

巾军大起义ꎬ从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到清

末的太平天国起义ꎬ这些起义尽管原因各不相

同ꎬ主张也有所差异ꎬ但都无不与社会分配不均

造成的贫富差距有着密切关联ꎮ 起义军往往以

杀富济贫、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为号召ꎮ 就连寄希

望于先脱贫者“苟富贵ꎬ勿相忘”的陈胜最后也

抛弃幻想ꎬ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

最强音ꎬ扯旗造反ꎬ通过自力救济来实现社会财

富的再分配ꎮ 而宋朝的农民起义领导者王小波

更是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ꎬ今为汝辈均之”的

主张ꎮ〔６〕当然ꎬ我们必须看到ꎬ农民起义者虽然目

的是要改变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公平社

会制度ꎬ也曾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ꎬ
但这种主张注定是空想的ꎬ是无法实现的ꎮ 且不

说提出这一口号的起义者最终都被镇压和消灭

了ꎬ就算他们侥幸成功了ꎬ由于其阶级和时代的

局限性ꎬ也必然会进入到一个重新分配财富、当
权者大量占有财富的恶性循环ꎮ 这点可以从李

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北京后和太平天国政权定都

南京后的蜕化变质中得到明证ꎬ这也生动地验证

了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ꎬ其亡也忽”的历史

循环论ꎮ 某种意义上讲ꎬ刘邦建立汉朝、朱元璋

建立明朝ꎬ也都是社会底层起义的贫民逆袭成为

新贵的翻版ꎮ
综上ꎬ不论是君主专制社会ꎬ还是资产阶级

当政的中华民国ꎬ只要是阶级社会ꎬ就不可能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等贵贱、均贫富”ꎮ 这种含有

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只能是乌托邦ꎮ

四、共同富裕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产物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内容ꎮ 同时ꎬ共同富裕思想也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展ꎬ是对传统文化的

扬弃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ꎬ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ꎮ 只有

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ꎬ马克思主义真

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ꎮ” 〔７〕 深刻理解和阐析传统

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资源ꎬ不仅有利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而且有利于

深入领会共同富裕思想的深刻内涵ꎮ
(一)厘清传统观念造成的共同富裕认识误区

要准确理解共同富裕思想ꎬ首先要避免陷入

一些认识上的误区ꎬ明晰共同富裕既不是集体贫

困ꎬ也不是平均主义ꎬ更不是杀富济贫ꎮ
１. 共同富裕不是集体贫困

共同富裕的关键词是“共同” ＋ “富裕”ꎬ二
者缺一不可ꎮ 在防范贫富差距过大的同时ꎬ也要

注意避免陷入集体贫困的泥沼ꎮ 邓小平同志曾

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ꎮ”在上古社会由于生

产力水平极其低下ꎬ社会财富匮乏ꎬ因此ꎬ在传统

思想中有一种崇尚节俭的观念ꎮ 先秦思想家墨

子就非常提倡节俭ꎬ在«墨子»中不仅专门有«节
用»篇ꎬ指出为政者横征暴敛ꎬ在宫室、衣服、食
饮、舟车、蓄私等方面奢侈无度是导致国家昏乱

的根源ꎬ并一再强调“恶恭俭而好简易ꎬ贪饮食而

惰从事ꎬ衣食之财不足”(«墨子非命中»)是导

致贫穷的根本原因ꎬ主张“其用财节ꎬ其自养俭ꎬ
民富国治”ꎮ («墨子辞过»)无独有偶ꎬ«易经»
中也有一个节卦ꎬ尽管节卦中“节”的意思较为

丰富ꎬ但其中“不伤财ꎬ不害民”(«易节彖»)
是节卦题中应有之义ꎮ 此外ꎬ否卦的«象传»通

过“君子以俭德辟难”明确了节俭是一种可以远

离灾难的美德ꎮ 毫无疑问ꎬ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ꎬ但提倡节俭并不意味着要固守贫穷ꎮ
«周易»节卦在肯定“安节之亨”“甘节之吉”的价

值时ꎬ也指出“苦节贞凶”ꎮ 也就是说ꎬ节是有度

的ꎮ 节俭这种美德虽然可以“辟难”ꎬ但要实现

共同富裕ꎬ还要坚持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ꎮ 只知

道节俭ꎬ而不重视提高生产力ꎬ不重视发明创造ꎬ
不重视创造财富ꎬ等于只节流不开源ꎬ终究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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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共同富裕的ꎮ 以固守节俭的“苦节”来实

现共同富裕无异于缘木求鱼ꎬ南辕北辙ꎮ
２.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虽然强调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同

步发展ꎬ突出在脱贫攻坚和实现小康的路上“一
个都不能少”ꎬ但也并非要搞绝对平均主义ꎬ也不

是要回到过去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时代ꎮ
关于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起源ꎬ有人将之归

结于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ꎬ不患贫而患不安”
的先秦儒家孔子ꎬ也有人认为主张小国寡民、反
对统治者食税过多导致民饥、要求“损有余而补

不足”的先秦道家老子才是平均主义的始作俑

者ꎮ 但不管怎么说ꎬ在轻个体、重家族、重群体的

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一直就存在平均主义的土

壤ꎬ甚至出现过“等贵贱、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

义呼声ꎮ 而共同富裕绝对不是要搞平均主义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ꎬ共同富裕“不是所

有人都同时富裕ꎬ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

富裕水准ꎬ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

低ꎬ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ꎬ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

会存在一定差异ꎬ不可能齐头并进”ꎮ〔８〕基于地区

差异、气候差异、经济结构差异、个人能力差异等

现实差异ꎬ在当今这样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中ꎬ
要尊重劳动者的个体劳动ꎬ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规律办事ꎬ而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ꎮ
３. 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

“儒家倡导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ꎬ主张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ꎬ反对谋取不义之财ꎬ提倡‘因民

之利ꎬ富民强国’的生财之道ꎮ” 〔９〕 但在君主专制

社会里ꎬ统治阶级巧取豪夺ꎬ不可能富而有道ꎬ更
不会博施广济ꎮ 相对而言ꎬ受统治阶级盘剥的下

层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ꎬ尽管他们有着强烈

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吁求和获得土地、生产资

料的愿望ꎬ但在专制主义的铁幕下ꎬ百姓无法实

现社会平等ꎬ更无法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豪强

地主的土地兼并、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ꎬ他们唯

一能做的除了屈服和顺从ꎬ就是揭竿而起ꎬ当绿

林好汉ꎬ打家劫舍ꎬ杀富济贫ꎮ 在当今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ꎬ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ꎬ是要走

出一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ꎬ以先富带后富的

共同富裕道路ꎬ而不是劫富济贫ꎬ更不能杀富济

贫ꎮ
(二)继承传统观念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精华

在简要辨析传统观念中容易产生的一些认

识误区的同时ꎬ也不难发现ꎬ在传统文化中蕴含

着丰富的、可以实现当代转化的共同富裕思想精

华ꎮ
１. 传统义利观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

义利观属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的重

要范畴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其义不谋其利ꎬ明
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ꎬ小人喻于利”的重

义轻利传统ꎮ 所谓的利当然包括财富、特权、名
誉等现实利益ꎮ 儒家承认人对利的追求ꎬ «孟

子告子上»所谓“鱼ꎬ我所欲也ꎮ 熊掌ꎬ亦我所

欲也”ꎬ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ꎬ当然要取

利益最大的熊掌ꎮ 同样ꎬ“生ꎬ亦我所欲也ꎻ义ꎬ亦
我所欲也”ꎬ在生与义必须抉择时ꎬ提倡舍生取

义ꎮ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也曾经指出:“富与

贵ꎬ是人之所欲也”ꎬ如果“不以其道得之ꎬ不处

也”ꎮ 在这里ꎬ孔子所说的“道”ꎬ就是孟子所谓

的“义”ꎬ也就是所谓的天道、天义ꎬ是符合人类

利益的天下公义、天地道义ꎬ绝不是一己私利ꎮ
因此ꎬ按照传统义利观的逻辑ꎬ义是第一位的ꎬ利
是要服从义的ꎮ 同理ꎬ共同富裕的基础是 “富

裕”ꎬ是“利”ꎬ而前提则是“共同”ꎬ是“义”ꎬ是
“道”ꎬ是“道义”ꎮ 因此ꎬ传统义利观为共同富裕

注入了传统文化精神基因ꎮ
２. 传统德福观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

德福观也属于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重要范

畴ꎬ集中体现了修德致福的价值取向ꎮ 关于修德

致福的德福观念不仅集中体现在儒家的话语体

系中ꎬ先秦墨家思想中也多有关于德福观念的阐

述ꎬ只不过墨子没有直接以德福这两个字来概括

其德福观ꎮ 在墨子的“十论”思想体系中ꎬ尚同、
兼爱、非攻、节用、天志、明鬼等构成了其中的骨

干ꎮ 按照墨子的观点ꎬ人们要尚同于天志ꎬ那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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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天志? 概言之ꎬ天志就是 “天欲义而恶不

义”ꎬ所谓“天下有义则生ꎬ无义则死ꎻ有义则富ꎬ
无义则贫ꎻ有义则治ꎬ无义则乱”ꎮ («墨子天

志上»)对于顺应天义ꎬ奉行兼爱、非攻、节用、养
民者ꎬ则天和鬼都会赏赐之ꎬ反之ꎬ则惩罚之ꎮ 即

“顺天意者ꎬ兼相爱、交相利ꎬ必得赏ꎻ反天意者ꎬ
别相恶、交相贼ꎬ必得罚”ꎮ («墨子天志上»)
这体现出天道福善祸淫的价值导向ꎮ 墨子的德

福观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朴素的共同富裕思想ꎬ所
谓“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ꎬ利人者人必从而利

之ꎻ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ꎬ害人者人必从而害

之”ꎮ («墨子兼爱中»)在墨子的语境中ꎬ爱人

利他、助人共富无疑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好德行ꎬ
通过利他而得到利己的福报ꎬ这也体现了因德致

福的道理ꎮ 反之ꎬ如果一味地侵害别人的利益ꎬ
亏人以自富则是一种违背共同富裕原则的不道

德行为ꎬ其获罪必多ꎬ所谓“苟亏人愈多ꎬ其不仁

兹甚矣ꎬ罪益厚”(«墨子非攻上»)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ꎮ 总的来说ꎬ墨子提倡的就是“有力者疾

以助人ꎬ有财者勉以分人ꎬ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尚贤下»)的共同富裕精神ꎮ

３. 传统公私观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

作为传统道德范畴的公私观ꎬ其核心是尚

公ꎮ 所谓尚公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价值取向ꎬ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

征”ꎮ〔１０〕按照韩非的说法ꎬ“自环为私”ꎮ 私无疑

与利益、富贵相关ꎮ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否定对利

益和富贵的追求ꎬ而是强调对利的追求和对私的

满足要以合理和不损害他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为

前提ꎬ而不应该破坏公和凌驾于公之上ꎮ 在中国

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中ꎬ核心就是天下为公ꎮ 实际

上ꎬ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对私是怀有贬义的态

度ꎬ但也不乏思想家正视私的合理性ꎬ比如李贽

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就公开肯定“夫私

者人之心也ꎮ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ꎬ若无私则

无心矣”ꎮ 龚自珍也提出过“人情怀私”的说法ꎮ
在他看来ꎬ上自圣君、哲后下至普通百姓ꎬ本质上

都离不开一个“私”字ꎬ皆有私心ꎮ 这等于承认

人追求名利和富贵的正当性ꎬ并激发了近代的合

理利己主义ꎬ但传统公私观突出强调的是天下之

公ꎬ私要服从这个公ꎮ «吕氏春秋贵公»尝言: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ꎬ必先公ꎮ 公则天下平矣ꎬ
平得于公ꎮ”这也就是说ꎬ追求富裕要在合理利己

的范畴内得到满足ꎬ而其核心和前提则是全天下

的公和平ꎬ是共同的富裕ꎬ是众乐乐而不是独乐

乐ꎮ
(三)探索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对共同富裕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ꎬ其核心还要落在探索新时代共同

富裕的有效途径上ꎮ
１. 优化社会分配ꎬ健全共同富裕的分配机制

无论社会财富的多寡ꎬ社会最终都面临一个

分配的问题ꎮ 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

国ꎬ我们在社会分配制度上ꎬ始终坚持的是按劳

分配为主体ꎬ同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原

则ꎮ 因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

族国家ꎬ在地区间、民族间、城乡间、行业间等很

多方面ꎬ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ꎬ因此ꎬ在社会

分配方面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ꎬ
支持民族地区、落后地区的发展ꎮ 在分配层级

上ꎬ有研究者系统阐发了三次分配理论ꎬ即第一

次分配的目的是等价交换ꎬ是以市场机制为主

导ꎬ体现的是效率原则ꎮ 第二次分配的目的是维

护社会稳定运行ꎬ是以行政机制为主导ꎬ体现的

是公平原则ꎮ 第三次分配的目的是共生共存ꎬ是
以社会机制为主导ꎬ体现的是需要原则ꎮ 进而指

出:“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ꎬ第三次分配是对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ꎬ它有利于激发共同

富裕的内生动力ꎬ有助于缓解社会个体焦虑情绪

并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ꎮ” 〔１１〕

２. 激发创造活力ꎬ奠定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消除贫困ꎬ消灭贫困

人口ꎮ 而要消除贫困ꎬ一个是节流ꎬ厉行节俭ꎬ珍
惜资源ꎬ发展循环经济ꎬ构建节约型社会ꎻ另一个

就是开源ꎬ通过激发创造力来提高社会生产力ꎬ
创造更多的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ꎮ 因此ꎬ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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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ꎮ 具体

说来ꎬ就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ꎬ发展

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ꎮ 同时ꎬ要搞好生态文明建

设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ꎮ 荀子所谓的“天与人交

相胜”并非强调一味的“人定胜天”ꎬ实际说的是

人类要充分认识自然规律ꎬ尊重自然规律ꎬ把握

自然规律ꎬ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ꎬ实现和谐发

展ꎮ 因此ꎬ在共同富裕道路上ꎬ要提倡勤劳节俭

的传统美德ꎬ同时ꎬ要高扬“天行健ꎬ君子以自强

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ꎬ不断革故鼎新ꎬ鼓励发明

创造ꎬ激发起全民族的创造力ꎬ以创造更多的社

会财富ꎬ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ꎮ
３. 完善财税制度ꎬ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

“共同富裕实践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社会收入

分配格局的调整ꎬ而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

性变革ꎬ是社会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跃升ꎬ蕴含着

极其丰富和艰巨的制度变革内涵ꎮ” 〔１２〕 在国家治

理体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中ꎬ通过深化财税制度

改革ꎬ来调整分配ꎬ以税收反哺医疗、教育、养老、
社会救助和公共设施等方面事业的建设ꎬ夯实社

会保障基础ꎬ是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ꎮ
早在先秦时期ꎬ就产生了“损上益下ꎬ民说无疆ꎮ
自上下下ꎬ其道大光” («易益彖»)的理念ꎬ
提出通过损益来调节社会分配ꎬ实现天下秩序的

和谐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ꎬ财税就是损

益调节的杠杆ꎮ 通过有效的税制改革和财政调

节ꎬ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支配财力ꎬ用财政和

税收来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领域的保障

以及公共设施配套ꎬ加大对老人、儿童、残疾人、
相对贫困人口的救助ꎬ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ꎬ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ꎬ增进民生福祉ꎮ “实
现共同富裕ꎬ基础是富裕ꎬ是要摆脱贫困”ꎬ而“社
会保障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ꎮ〔１３〕 因

此ꎬ要通过财税改革ꎬ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输血

助力ꎬ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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