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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消费伦理观对休闲体育消费的启示
Ξ

沈克印 ,周学荣
(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墨子的消费观是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的主流 ,对倡导节约型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休闲体育消费不仅是

经济现象 ,还包含着深厚的伦理意蕴。运用伦理学的视角 ,通过对墨子的消费观及其当代意义进行阐释 ,并分析休

闲体育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得出一些启示 ,旨在规范休闲体育消费 ,为人们提供一种健康、文明、科学的体育消费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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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ozi′s consumption ethic is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onsumptive ethics in China ,which is benefit for advocating

thrift society. Leisure sport consumption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phenomenon ,but also includes abstruse meanings of ethics and mor2
al . Mozi’s consuptive eth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meaning are explained and the moral issues which come up from leisure sport con2
sumption are analysed at the angle of ethics ,we conclude some enlightenment , the purpose is to standardize of leisure sports con2
sumption ,then provide a health civilized and scientific sports consumption way fo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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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 (前 468 —前 384 年) ,名翟 ,鲁国人。生于

春秋战国之交 ,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是一

位伟大的平民圣人。他和以他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在

先秦时期地位显赫 ,与儒家学派分庭抗礼 ,号称“显

学”。墨子叙万事之情 ,扬天下之理 ,究时世之变 ,他

所思考的许多问题 ,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墨子思想 ,尤其是他主张“节用”的消费伦理观

对我们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消费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

生产和生活中的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消费不单

是经济问题 ,还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中国从改革开

放以来 ,人民的消费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传统的消费方

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步入到新型消费社会。

休闲体育消费也是消费的一种方式 ,不仅仅是人类生

物本能的反应 ,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 ,渗透

着消费的伦理意义 ,休闲体育消费观和休闲体育行为

的选择也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的的伦理标准的影响 ,折

射出消费主体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水准。

1 　墨子的消费伦理观

节俭是大德而非小节 ,是大智慧而非小聪明。

节俭 ,作为一种美德 ,一种操守 ,一种养生 ,一种精

神 ,都是不可缺的。先秦诸子百家中 ,儒家、道家和

墨家对消费思想都有论述 ,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在三

家中 ,最早较为系统地提出节俭思想的是墨子。他

首次把经济领域的消费观念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 ,

提出节俭是人类美德的理论。他提出“俭节则昌 ,淫

佚则亡”和“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的经典语句 ,

给后人留下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1. 1 　“强本节用”是墨子消费伦理观主要内容

墨子是功利主义的代表 ,虽然一直主张“强本”

以发展经济 ,但对利的肯定与追求并未能使他沉入

享乐之中。勤俭节约是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核心 ,

提倡勤俭节用 ,反对铺张浪费 ,视苦为甘。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旨》中谈到墨子时说 :“强本节用 ,则人给

家足之道 ,此墨子之所长 ,虽百家弗能废也”[1 ] 。墨

子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腐败的作风和不爱惜民力财

力的做法 ,提出了“强本节用”思想 ,倡导开源节流。

一方面 ,他主张节俭与增收并重 ,人人都要从事劳

作 ,发展经济 ,保证国家的富裕。另一方面 ,他认为

改造和征服自然 ,营造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就要发挥

人的积极能动性。“凡五谷者 ,民之所仰也 ,君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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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养也。⋯⋯故食不可不务也 ,地不可不力也 ,用

不可不节也”[1 ] 。墨子强调发展生产是前提 ,把生产

作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

从《墨子》全书可以看出节用是墨子消费伦理思

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墨子基本上把一切经济问题

纳入节用的范畴下 ,把节用看作是治国之策。“国家

去其无用之费 ,足以倍之”,“俭节则昌 ,淫佚则

亡”[2 ] 。墨子消费伦理的总原则是 :“凡足以奉给民

用 ,则止 ;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 ,圣王弗为。”意思是

说 ,凡是足以供给民用的 ,就可以了 ,圣王不要徒增

各种费用 ,不要去做对民生无益的事。墨子的节用

还提出了明确的标准 ,那就是实用 ,具体体现在四个

方面 :其一 ,衣、食、住、行方面的节俭 ;其二 ,丧葬方

面的节俭 ;其三 ,音乐方面的节俭 ;其四 ,粮食、徭税

方面的节俭。他认为只有用于满足生活所必需的消

费才是合理的消费 ,是“义”的消费 ,才是无害的消

费 ;还认为一个国家能不能做到节用 ,首先在于君

主 ,若能爱民谨忠 ,利民则厚 ,去无用之费 ,则天下大

利也”[2 ] 。

1. 2 　“兴天下之利”是墨子消费伦理观的价值指向

“功”和“利”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虽然其

功利主义思想不是消费伦理问题 ,但对节用思想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仁人之所以为事者 ,必兴天下

之利 ,除去天下之害 ,以此为事者也”和“何谓三表 ,

子墨子言曰 :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 ,有用之者。于何

本之 ?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 下原察

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 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

家百姓人民之利”[3 ]的语句中 ,我们可以分析出墨子

把“兴天下之利”作为一切行为的价值目的 ,而把“国

家百姓人民之利”则为一切价值之最终标准。墨子

指出公利占居首位 ,主张“义”和“利”相统一 ,只为私

利而不顾公利 ,是大义不举。墨子说的“利”,是公

利 ,是判定善恶的标准 ,也是道德的最高原则。

墨子是一位平民圣人 ,他的“兴天下之利 ,除天

下之害”首要关心的是人民生活 ,对“利”特别是百姓

的物质利益 ,其获取、增加、分配、消费等都给予了很

大的重视。“兼爱”是墨子根本伦理思想 ,他说 :“以

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

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 ,众不劫富 ,富不侮贫 ,贵不敖

贼 ,诈不欺愚。凡天下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 ,以相

爱生也 ,是以仁者誉之。”墨子的“兼相爱 ,交相利”是

以“兴天下之利”为价值取向 ,他反对美服、美色、甘

食、安逸 ,倡导苦行主义的节用思想 ,通过牺牲一切

享受主义 ,来换取人民的基本生活[4 ] 。

2 　墨子消费伦理观的当代意义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 ,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是自然经济时代的消费伦理。

目前 ,我国国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推崇奢侈消费、

鼓吹高消费 ,认为只有高消费才能带来经济的兴旺 ,

才能符合现代人的消费需求。我们并不否认高消费

和奢侈性消费在短时期内有繁荣市场、拉动经济增

长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经济与

社会问题。党中央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明确提出了

要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的重大决策 ,这一决策不仅

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很大意义 ,也对整个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1 　政府官员要率先垂范 ,人人都要尚俭

墨子消费伦理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认为当时

统治阶级不重视生产、奢侈消费 ,缺乏讲求平等互爱

的伦理精神 ,自己极力反对“奢侈之君”,劝告君主

“用财节 ,白养俭”,主张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统治阶

级 ,人人都要尚俭。墨子认为 ,统治阶级上层的模范

作用对群众的感染力很大 ,他们只有以身作则 ,带头

尚俭 ,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范 ,也才能做到

“兴天下之利”。墨子呼吁统治阶级限制奢侈消费 ,

消除消费上的不公平现象 ,从而实现“兼相爱 ,交相

利”。如今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 ,作为人民

利益代表的各级政府官员 ,要“以俭为荣 ,以奢为

耻”,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 ,坚决反对一切的与节约型

社会相背离的消费行为 ,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伦理氛围。

2. 2 　倡导“去其无用之费”,引导合理消费

墨子认为“去其无用之费”就是节用 ,节用有利

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在当代中国 ,社

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 ,人均资源相对缺乏 ,但浪费现

象却相当严重。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豆腐渣工程”都是严重的“无用之费”,既铺张浪费 ,

又劳民伤财。现在还有的人为了满足其虚荣心和实

现对物质的占有欲 ,追崇高消费 ,把消费看作是追求

感官快乐的工具 ,人在盲目消费中不知不觉地变成

了物的附属。还有的人为了能够满足自己无限制的

消费欲望 ,常常超越自己收入的消费的道德底线 ,甚

至不惜采取盗窃、诈骗、贪污、谋杀等非法手段来达

到目的。墨子的“俭节则昌 ,淫佚则亡”的精辟语句

对那些沉湎于消费主义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帖良

药 ,通过“去其无用之费”,引导合理消费 ,克服个人

生活消费方面的不良消费心理。

·234·

　第 4 期　第 26 卷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3 　有利于社会公民道德建设

墨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下层劳动者等级利益的

代言人 ,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他以“国家百姓人们

之利”为宗旨 ,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利”是“利天下”,为了天下百姓之富庶安康 ,个人牺

牲一切亦在所不惜。《淮南子·泰族训》记载 ,“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汤蹈火 ,死不还踵”。墨

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国家社稷和人民富有强

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把勤苦节用作为毕生的道德

信念并亲身践履之[5 ] 。“俭以养德”,“俭”具有教育

功能 ,能够涵养人的品德 ,这一生活实践活动所涉及

的问题 ,是人的成长过程乃至一生的生活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 ,即人生价值问题。通过理智来节制

人对物质、感官快乐的过分追求 ,或者是使这种追求

合于一定的度 ,合于正当 ,合于道德 ,以及有利于人

的灵魂、精神的发展[6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 ,加强人们的消费伦理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

对人们进行国情教育 ,另一方面把墨子的消费伦理

观加以传播 ,才会抵制极端的消费主义。

3 　消费社会中的休闲体育消费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社会进入消费时代以

来 ,消费本身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消费不再真实

地反映人的本质需求 ,而成为一种符号。消费社会

是一个被物包围 ,并以物 (商品) 的大规模消费为特

征的社会 ,产生于这种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

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还在改变了人们的的社会

关系和日常生活 ,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

的基本态度[7 ]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 :“我们生活在物

的时代 ,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

生活着 ,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 ,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

后存在下来的是物 ,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 ,而

今天 ,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

己”[8 ] 。在消费社会里 ,人们的消费已不是物品 ,而

是符号 ,人们不再重视物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去追逐

物品本身以外的其它意义 ,整个消费就是通过这种

寓言化的神话系列明确表达出来的 ,一个人被赋于

了需要 ,这种需要引导他去获取物 ,从而给予他满足

感。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成为了欲望的奴隶 ,人生的

目的意义似乎只能在不断的消费中才能实现 ,消费

已与人的真正需要失去了联系 ,人不再控制消费 ,消

费却统治了人[9 ] 。

经济全球化使消费主义逐渐向我国扩展 ,消费

主义渗透到各个消费领域。休闲体育消费作为消费

生活的高级形态 ,已成为当代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

部分 ,其伦理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充分彰显人

的自由个性。但是 ,休闲体育消费并非天然具有合

理性 ,人的全面发展也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同自身的关系应达到和谐 ,个体消费行为不能脱离

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消费本质的制约。在消费主义盛

行的时代里 ,人们在进行休闲体育消费时 ,同样也面

临着伦理失落和道德困境。

3. 1 　浪费和盲目超前消费

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 ,人们的消费伦理开

始发生了变迁 ,浪费和盲目超前消费已经成为许多

人的主要消费动机之一。这与我国传统的消费伦理

向悖 ,也与我国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倡导建设节约型

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相矛盾。在当前

的休闲体育消费中 ,这种现象已经初露端倪 ,给体育

的可持续发展带了负面影响 ,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

危机。例如 :一些体育场馆的兴建 ,忽略了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 ,破坏了生态平衡 ,造成了资源浪费 ;有些

人在“我买故我在”的消费观念下 ,过度追求体育商

品的时尚 ,不停地淘汰过时和过季物品 ;把一些可以

循环使用的体育用品当成一次性使用 ,用后即扔 ,扔

后再买贵的 ;非理性地追逐豪华体育健身项目和观

看昂贵的体育比赛 ;还有些人们不再计较自己的收

入水平高低 ,不再计较明天是否还能偿还今天的债

务 ,不再根据“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原则去确定消

费规模 ,盲目地超前消费。

3. 2 　炫耀性消费

在生产型社会里 ,消费的目的是能够更好地生

产 ,人们在消费过程中 ,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最大化满

足 ,人的精神也因物品的使用价值而达到极大的幸

福和愉悦感。而在消费社会中 ,包围着消费者的各

种商品 ,已经演化成与消费者的社会属性和个体特

征联系着的一种象征 ,成为传递关于消费者信息的

符号。消费的主体很少去考虑经济效用最大化、成

本最小化的问题、不考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把参加

某些休闲体育类比为消费名牌汽车 ,主要不是为了

行走的方便快速 ,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面子、声望和

地位。如今 ,高尔夫球运动在国内倍受一些人士的

喜爱 ,这种耗资不菲的休闲体育项目之所以能够有

如此大的吸引力 ,除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之外 ,更

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它可以显示个人或阶层身

份、地位和象征财富、成就。

3. 3 　人的精神异化

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和判断力的 ,

并进行着有意义和创造性的消费。休闲体育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标志 ,能体现社会精神文明程度 ,更体现

了主体的自由性。人们自愿参加各种身体活动 ,通

过运动体验与运动交往 ,深化并扩展情感、借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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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而在消费社会中 ,休闲体育被塑造成了由“消

费”来加以组织的享受形式 ,成为必须依赖“消费”才

能得以存在的过程 ,人在消费的过程中 ,散失了体育

活动应有的情趣 ,不仅助长了惰性 ,而且在大众媒体

和商业机构的操纵下 ,连人的精神也被异化了[10 ] 。

一个和谐社会 ,其体育消费结构也应当是合理的 ,精

神消费与物质消费应当协调发展 ,人们在进行体育

消费时 ,应该体现出尊重生态价值 ,善于调节生存、

享受和发展三者在消费中的比重关系 ,接受人类文

明指导和消费伦理约束 ,选择健康、文明、科学的休

闲体育消费方式。

4 　墨子消费伦理观对休闲体育消费的启示

处在消费社会中的休闲体育消费 ,已经开始出

现伦理冲突 ,甚至出现了异化现象。面对在休闲体

育消费中存在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我们试图寻找一

个有效的方式去遏制它 ,于是 ,墨子的消费伦理观的

功能便显现出来。墨子的节俭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美

德 ,尽管其产生于经济不发达 ,物质财富匮乏的社

会 ,但在生产有了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的现

代社会中 ,仍具有重要价值 ,对体育消费也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4. 1 　俭而有度 ,合理消费

节俭作为一种传统美德 ,尽管其产生于经济不

发达 ,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 ,但在生产有了高度发

展、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的现代社会中 ,其意义不是衰

减了 ,而是增强了。节俭是相对欲望而言的 ,不是限

制和压抑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 ,是让人们理性地规

划生活和享受生活 ,要看到节约是节俭的要义。合

理消费的灵魂是适度 ,和节俭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它

既不是禁欲主义 ,也不是享乐主义[11 ] 。而在当前的

休闲体育消费中 ,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 ,社

会上的少数群体为了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 ,标榜自

己的身份 ,倾向于体育的高档消费和奢侈消费 ,成为

体育上的“崇物教”。因此 ,我们要从国情和实际出

发 ,借鉴墨子的“去无用之费”的消费伦理思想 ,要做

俭而有度 ,合理消费 ,体现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和

谐统一。

4. 2 　回报社会 ,有情消费

墨子“兼爱”的伦理观表达着一种爱无差等的伦

理精神 ,即爱人如己。墨子为了使“兼爱”伦理观在

社会现实生活中能够合理地运行 ,又提出了“投我以

桃 ,报之以李”的语句。这种伦理精神在当代消费领

域中也具有“回报社会 ,有情消费”意蕴 ,表现了人们

的道德情感 ,体现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如今 ,“花钱

买健康”的消费观念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人们参

加休闲体育增强了体质 ,陶冶了情操 ,丰富了业余生

活。而在体育领域所进行的慈善捐赠、义演、拍卖以

及体育彩票事业等则是“回报社会 ,有情消费”伦理

观的体现形式。我们欣喜地发现 ,越来越多的体育

组织和个人正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公益活动行列中 ,

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

看到体育彩票销售情况一年比一年好 ,人们通过购

买彩票 ,献出一点爱心 ,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奉献出微

薄之力 ;也看到国家通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制定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工程来回报社会。

4. 3 　全民参与 ,公平消费

公平消费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指人与自然的公

正、人与人之间的代内公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代际

公正 ,包括消费权利的公平和消费资源使用上的公

平[12 ] 。消费权是一种基本人权 ,是人人都有权享受

的 ,消费权利公正要防止过于悬殊的消费差异 ,注重

每一位消费个体的基本生存权的保护 ,特别是对社

会弱势群体的保护。消费资源的公平使用就是要我

们在处理好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维护代内和谐 ,实

行可持续发展。墨子反对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 ,实

际上就是呼吁君主与百姓公平消费 ,要统治阶层关

注民生 ,在消费上体现全民性和平等性。在休闲体

育消费中 ,政府不仅要考虑各个阶层的共同体育需

求 ,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多元化的体育服务和体

育产品 ,还要考虑这些服务和产品的环保性和可持

续性。在休闲消费结构上 ,应该体现出尊重生态价

值 ,善于协调人与人及阶层之间的矛盾 ,接受人类文

明的指导和约束 ,将欲望消费、奢侈消费控制在一个

合理层面上。

4. 4 　以人为本 ,科学消费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促进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消费是人

的生存方式 ,需求是人的本质属性 ,没有需求就没有

消费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存的延续。科学消费就是

那种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能够促进经

济社会和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消费[13 ] 。墨子的

“兼相爱”的伦理观其实也是间接地反映出了以人为

本的思想 ,他呼吁注重人的身与心的统一 ,物质和精

神的和谐。同样 ,在休闲体育消费中 ,要求人具有不

断超越当下、超越自我的意识与创新精神 ,生产出完

善而健全的精神生活 ,实现个体与社会、人的肉体与

精神的和谐发展 ,使消费活动真正成为人存在的自

由性、全面性特征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消费的同时 ,

既要考虑到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又要符合人类

社会整体长远利益。

当前 ,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已 (下转第 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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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喂养方式幼儿对其身体形态发育的影响

不同。人工和混合喂养方式较单纯的母乳喂养方式

对儿童生长发育要快 ,有利于促进身体形态的生长

发育。

2)睡眠时间对幼儿身体形态发育有一定影响 ,

幼儿的睡眠时间最好为 8 - 10 h 。

3)适当看电视对幼儿的身体形态发育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但时间最好控制在每天 3 h 以内。

4)幼儿户外运动时间对身体形态的影响结果与

医学结论不一致 ,因此对于户外运动的问卷结果的

信度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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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4 页)成为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个紧迫的课

题 ,休闲体育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鉴于此 ,不能一味地强调节俭 ,视苦为

乐 ,阻碍经济发展 ,还应提倡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

应的健康、文明、科学的体育消费方式。尽管墨子的

消费伦理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其经济思想精髓

仍对于我们解决休闲体育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值得批判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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