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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作为概念的公益和慈善各有其内涵与外延，但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公

益表现于行为活动，慈善则是其内在的心理基础。内心慈善，而行公益。在此意

义上，我们可以将二者相提并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深厚的公益慈善思想，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激发出无数的善事义举。

儒家：公与义

儒家经典《礼记》描述了大

同社会的理想图景：“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

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

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

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

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理想深

刻烙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同

时也打下了公观念的深厚基础。

既然天下为公是最高理想，那么

秉公道、行公义，自然也就成为

无上之功，这样的人就已经成为

孔子眼中的圣人。《论语·雍也》

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

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

其犹病诸。”博施济众就是典型

的公益行为，孔子认为能这样做

的人就是毫无疑问的圣人，这几

乎已经是儒家对一个人的最高

评价。

那么，人为什么能秉公道、

行公义呢？儒家认为是人内在的

道德情感使然，即“仁”。“仁”就

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对他

人天然地存有一份关爱、同情之

心。这种关爱同类的心理情感很

可能源于初民时代以来人类群

居对抗自然所产生的共生意识，

即心理学所谓“种族保存”的本

能，而儒家将其作为人之为人的

道德本质。这种共生关系使一个

人对他人的道德意识成为一种

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称之为

“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及其

所列举的多家之所以都将“义”

解释为善，是因为义作为道德意

志和规则意识，强烈地指向利他

主义精神。在义面前，利他包括

但并不是专指某个与自己有着

特殊利益关系的他者，而是有着

明显的“天下为公”色彩。儒家的

义利之辨始终反复强调的就是

这一点，就是利他的公众性、社

会性，因而“义”的原则具有“公”

的指向，这就是儒家意义上的

“公义”。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同处先秦时代的墨子则持

有更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争斗

杀伐的祸乱之源在于人们只知

爱己不知相爱：“今诸侯独知爱

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

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

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

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

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

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兼

相爱，交相利”的观念和信心，即

将自己与他者等量齐观、平等对

待，爱人如己，相爱相利。

墨家的事业就是以此为宗

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

“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

息，乱者得治”（《非命下》）。墨子

号召人尽其才，共同为这个理想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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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言行一

致、率先垂范，为天下苍生摩顶

放踵，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堪称

中国古代践行公益之杰出楷模。

道家道教：积善得道

道家将义行善举与修道、得

道联系起来，以此导人向善。老

子《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第七十九章》）。天道没

有什么偏私，总是青睐善人。这

就指出了一条为善得道之路。

《道德经》从道的高度观万物之

德，认为一切人、一切物均有其

可取之处，因而主张善待一切人

和物：“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

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

二十七章》）。老子相信，以一般

无二的善心诚意对待所有人，会

引导出所有人的善心诚意：“圣

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第四十九章》）。

道教思想家葛洪在其著名

作品《抱朴子》中也明确指出公

益慈善是得道长生的必要条件：

“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

心于物”（《抱朴子内篇·微旨》）。

道教文献《太上感应篇》《文昌帝

君阴骘文》等都是著名的劝善

书。如《文昌帝君阴骘文》上就

说：“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

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

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

以福。”《元史·释老传·丘处机》

中记载了丘处机以 73 岁高龄、
历时多年西行雪山见成吉思汗，

从而拯救万千生灵的壮举，这是

道教公益慈善精神的典型体现。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

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

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

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

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

其言，于是赐之虎符，副以玺书，

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丘处机

以不嗜杀人、敬天爱民、清心寡

欲劝谏成吉思汗，赢得了成吉思

汗的肯认和尊重。回到中原之

后，丘处机“使其徒持牒招求于

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

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

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佛家：普度众生

佛家认为众生皆苦，因此要

普度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普

度众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

慈悲心。《大度智论》云：“大慈与

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

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

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法华

经》云：“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

求善事，利益一切。”佛家高度评

价能够发慈悲心去利乐有情众生

的行为，认为这已经到了菩萨的

境界。具体的方法主要是“四摄”

与“六度”。“四摄”即引领众生离

苦得乐的四种方式：布施、爱语、

利行、同事。“六度”即救度众生及

自己到得彼岸的六种方法：布施、

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普度众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的要求，也

就是说修持佛法不仅需要般若智

慧，还要广种福田，积善得福。在

《佛说诸德福田经》中，释迦牟尼

讲述了得福七法：“一者兴立佛图

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

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

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

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

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

处。”法藏在《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卷五中也列举了一个关于八种福

田的流传说法：“一造旷路美井，

二水路桥梁，三平治险路，四孝事

父母，五供养沙门，六供养病人，

七救济危厄，八设无遮大会。”种

种福田归结起来，大部分都是今

之所言公益慈善事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

极为丰厚的公益慈善思想，种种

善行义举彪炳史册、数不胜数，本

文仅略作管窥。我们今天构建“两

个结合”，追求共同富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些都要求我们必

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益

慈善思想进行深入挖掘，使其焕

发活力，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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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思想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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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因爱联合·第
十届河北公益节”在石家庄举

办。本届活动由河北慈善联合基

金会主办，河北省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冠名，设置了慈善展

会、公益路演、主题论坛、爱心盛

典四大板块，来自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媒体、企业、社区、学校

等领域千余人参会。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慈善展

会通过特装展位和标准展位两

种形式呈现，围绕慈善援助、公

益倡导、灾难应对、公众参与四

大主题，设置了蒙眼取水、60秒
快跑等 9种趣味关卡。完成打卡
任务后，参与者可以通过投掷游

戏随机获取爱心盲盒，加深对公

益项目的印象。

在公益路演现场，多个优

质公益项目轮番推介。项目负

责人通过对公益项目的深度剖

析，让参会者深入了解了一线

公益的专业、创新和活力。据

悉，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已向

50 余所小学、高校、社区、公益
机构颁发雏鹰·校园发展公益

基金、萤火·高校公益社团发展

基金、暖阳·社区发展公益基

金、冀益·伙伴发展公益基金，

共计 343 万元。
在本届河北公益节主题论

坛上，中国慈善联合会在向河北

公益节发来的贺信中提到：“十

年坚守，十年蜕变；从无到有，从

弱变强。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河

北人民携手并肩前行，见证了河

北公益的艰辛和温暖。河北公益

节积累的好思路、好方法、好经

验，也给河北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提供了很多有温度、有见解、有

力量的前瞻性思路。”

现场，河北慈善联合基金

会理事长宋静华就“为企业铺

就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舒心路”

主题作主旨演讲。来自石家庄、

邯郸、廊坊、邢台等地民政部门

和公益机构代表，分别围绕“守

正创新 探索慈善高质量发展”

与“冀益联动 助力慈善高质量

发展”两个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本届河北公益节爱心盛典

板块围绕社区公益、家乡公益、

企业公益、全民公益四大篇章展

开，通过第二现场实景连线讲

述，让线上和现场观众立体了解

了社区公益代表项目“公益大篷

车”及“代理爸妈”等公益项目。

此外，公益节现场还发布了

2023 年度“致敬·最美公益人
物”，包括来自企业、媒体、社会

组织、高校及影视等领域的个人

（团体）。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河北公益节将持

续关注新时代背景下的公益创

新，挖掘公益新生力量，引导更多

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为慈善高

质量发展贡献河北力量。 （皮磊）

第十届河北公益节：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公益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