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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论

王　　
(国际关系学院 , 北京 100091)

　　摘要: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生价值理论 ,是对传统人生价值理论这一古老问题在新时

期的科学审视。它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为背景 ,以人们的利益追求为切入点 ,深刻阐述了物

质利益追求和精神价值追求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并

赋予它们以时代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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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 ,它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

要的有用性 ,也即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人生价

值是指人们在从事个体活动或社会活动中 ,对自己 、

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有用性 ,也即对自身和他人 、社

会的满足程度。它贯穿于人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认识

的始终 ,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格品位和价值取

向进行评判的主要依据。

一、邓小平人生价值观的产生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日益提高 ,

社会主义事业也焕发出蓬勃生机。但由此引起的社

会经济成分 、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和就业渠道的多样

化必然造成人们思想观念 、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

多样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商品交换的法

则也容易侵蚀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精

神领域 ,导致思想观念日见低俗和道德素质日益滑

坡 ,使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新的

考验和严峻挑战。

新形势下的种种考验和挑战 ,最深刻的是对人

生价值观念的考验和挑战。社会生活的变动在人生

价值观念上引起的振荡 ,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人生的

意义进行新的审视 、思考和追求 。但由于立场 、观

点 、方法不同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映 ,对

人生的审视和追求也就会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取向和

定位 。邓小平在带领我国人民步入新时期的时候 ,

十分重视人生观 、价值观的建设 ,并在解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

的人生价值理论 ,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生

价值理论。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邓小平人生价值理

论在肯定人们追求精神价值和精神享受的同时 ,又充

分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合理性 、必要

性。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 ,人民

中的一员 ,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在重视满足自我需

要 、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更强调满足社会需要 、实现

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既脚踏实地 、注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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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又目光远大 、高瞻远瞩的人 ,他既注重现实 ,强调

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满足人们的当前利益

需要 ,又富于理想 ,着眼于未来 ,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

长远利益。总之一句话 ,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充满了

辩证统一的鲜明特色。对这一理论进行探讨 ,不仅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物质利益追求和精神价值追求的统一

从人生价值的内在构成要件上看 ,它既包括物

质利益上的需要和追求 ,又包括精神享受上的需要

和追求 ,所以 ,人生价值追求就包括物质利益追求和

精神价值追求两个方面 。衣 、食 、住 、行是人类生存

的先决条件 ,是人们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包括精神价

值追求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曾言:“人们为之

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思想一旦离开

利益 ,就一定使自己出丑” 。可见 ,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对人们的物质利益追求也是充分肯定并大力提

倡的。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明确

地把物质利益追求作为人生最基本的追求活动之

一。他说:“我们奋斗几十年 , 都是为了消灭贫

困”① ,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

有革命行动 。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

的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 就是唯心

论”② ,因此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正确的政治领导

的成果……归根结底表现在……人民物质生活的改

善上”③。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物质利益是我

们一贯的追求目标 ,是衡量政治领导政绩大小的根

本指标。这一观点后来就升华为他对社会主义本质

的经典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

生产力 ,消灭阶级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是手段 ,这是从生

产力的工具理性上讲的;“消灭阶级 ,消除两极分化 ,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从其价值理性上讲的 ,是

目的 ,是结果。显而易见 ,这一经典论断所内涵的一

个中心就是:通过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使社会产品

极大丰富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使全体人民

逐步走向富裕安康 ,最终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

家所向往的“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 ,也即人类社会

的最高理想 ———共产主义。这正是邓小平关于社会

主义本质这一经典论断的本义所在 。勿庸置疑 ,这

里充分肯定并大力提倡的是要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

和物质追求 。

其次 ,邓小平还十分强调物质利益追求基础上的

精神价值追求。肯定人们的物质利益 、物质追求和物

质享受 ,并不是把它当作人生价值的主题和旨归 ,那样

会导致物欲横流 ,唯利是图 ,整个社会陷入一团糟 ,这

是邓小平一贯反对的。他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 ,就是在充分肯定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 ,更

强调精神价值追求和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人们追

求物质生活 ,物质利益 ,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 ,追求

美好的理想信念”④ ,“我们最强调的 ,是有理想……要

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⑤
, “没有这样的信念 ,就

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 ,就没有一切”⑥。他这里

所说的“理想” 、“信念”分别是指什么呢?对此邓小平

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 “理想”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

义”⑦ ,“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⑧。对于共产

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在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巨

大作用 ,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使我

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他的原话是这样总结的:“过去

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一直有强大

的战斗力” ,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念”⑨;其次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⑩ ,无

数革命先烈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脑 ,洒热血 ,前仆后

继 ,视死如归 ,就是因为他们胸中装有马克思主义这盏

指路明灯 ,怀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美好心愿;再次 ,是

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凝聚力 ,靠着这种凝聚力 ,就可

以把“人民团结起来 ,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11。所

以他要求务必使它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

明和主要支柱” 1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共

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不仅已成为我国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主题 ,也成为新时期我们大力提倡的人

生价值追求的核心内容 ,更是评价个人人生价值高下

优劣的主要指标。

在物质利益追求和精神价值追求两者的辩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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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 ,邓小平指出:物质利益是精神价值 、精神追求

的基础和前提;精神价值追求可为人们提供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任何重视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

做法不仅是错误的 ,更是有害的 。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他先后针对不同的情况 ,提出了一系列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这些方针的主旨

只有一个:使人民的物质利益追求和精神价值追求

有机统一 ,协调发展 。

(二)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从价值主体的角度来考察 ,人生价值包括自我

价值和社会价值。人们在从事社会历史活动中 ,所

创造的利益满足他自身的程度及其有用性 ,即是自

我价值;能够满足社会和他人的程度及其有用性 ,即

是社会价值 。可以说 ,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

利益有关 ,人生离不开利益 ,尤其离不开自我利益 。

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对此有着恰当的表述:“人们

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可见追求

个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

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和个人利益的满足是邓小平

人生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 。他毫不讳言地指出:“我

们提倡按劳分配 ,承认物质利益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

一定的物质利益”
 13
,并且指出:“共产主义高级阶

段 ,生产力高度发达 ,实行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将更

多地承认个人利益 ,满足个人利益” 14。可见 ,不论

在现阶段还是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 ,不论是提倡按

劳分配或是促使生产力高度发达 ,都要把实现个人

利益 、满足个人需要当成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甚或

一个奋斗目标。当然 ,承认并提倡个人利益的必然

性 ,合理性 , “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 、集体和别

人 ,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 ,决不是提倡个人都

向`钱' 看” 15。对于那种过分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和崇尚金钱至上的思想 ,我们习惯称之为个人主义

和拜金主义 ,视之为利益观的严重扭曲和人生价值

观的错误定位 。实际上 ,个人利益和集体 、国家 、社

会利益并不是水火不容 、绝对对立的。二者是有机

统一 、密切相联的。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 ,个人并

不是孤立的抽象物 ,他是社会现实中的人 ,马克思定

义的“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

断 ,深刻地提示出这一真理: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

的 ,当他以“人”这一名词存在的时候 ,他就是社会的

一分子 ,是社会的人 ,人的本质属性就是他的社会

性 。同样道理 ,个人利益也不是悬浮空中的抽象物 ,

它是集体利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很多乃至无数

个个人利益组成了集体 、国家和社会利益 ,没有了集

体 、国家和社会利益 ,个人利益也就无所依托 ,不复

存在。同时 ,集体 、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大家的

利益 ,它存在的最终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满

足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从这一点上看 ,个人利

益是集体 、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浓缩 ,集体 、国家和社

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 ,维护了集体 、国家和社会

利益 ,也就是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正因为它们存在着这样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所以在处理它们之间的关

系上 ,邓小平人生价值论主张“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

利益 ,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16 ,而且“为了国家

和集体的利益 ,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必要时都

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
 17
。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他曾深情地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 ,表达了自己把个人利益和人民

利益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融为一体的美好心愿。

在晚年请求辞去军委主席职位的信中 ,他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 、统一 、建

设 、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 ,我的

生命是属于党 、属于国家的 。退下来后 ,我将继续忠

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这种把自己命运和国家民族

命运紧密相联 、把自我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融为一

体的高风亮节生动地表明:邓小平是个具有崇高人

格品位和伟大价值观念的历史巨人。

(三)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

从最长远 、最根本的意义上看 ,建立和发展社会

主义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是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

益 、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不同

阶段 ,又分为各个阶段上的当前利益和现实利益。

鉴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国

情 ,我们的当前利益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长远利益是实现共产主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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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想 ,达到共同富裕。

对于二者的关系 ,邓小平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

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

义 ,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

利益的奋斗纲领” 18。这就表明:我们有自己的长远

利益 ———实现共产主义 ,也有我们的当前利益———

“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 。所谓“那个阶段” ,今

天就是指现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定了不同

阶段的奋斗目标 ,如何操作起来呢 ?对此邓小平也

给出了答案:“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

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

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 ,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

富裕”
 19
。这就是后来引发理论界争论不休的“先富

起来”和“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 。诸多专家学者之

所以对此论断至今仍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甚至颇有微

辞 ,实际上他们陷入了一个理论怪圈和方法论误区 。

邓小平这里回答的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

远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先富起来”解决的是人民

群众的当前利益 ,现实利益 ,这是基于我国生产力发

展水平不平衡 、地区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的现状提出

来的 ,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理论精髓的实际运

用。让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

富起来 ,既维护了他们的当前利益和现实利益 ,也起

到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 ,使那些还没富起来的人找

出自己没富起来的根源 ,迎头赶上。“共同富裕”回

答的是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未来利益 ,它是我们的

理想和奋斗目标 ,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因此 ,二者

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更不是某些人危言耸听地夸

张的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事物发展的逻辑顺

序 ,也是社会历史的必然历程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那里 ,对于二者的关系也有着明确的答案: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但

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20
。

这就说明:当前目的 、当前利益是最切近的问题 ,是

必须解决的 。但这种目的和利益是长远目的和长远

利益的胚胎和萌芽 ,是通向未来目标 、未来利益的阶

梯和桥梁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 ,任何当前利益

都是由昨天目标 、昨天利益延伸而来的 ,任何未来目

标 、未来利益也是由今天目标 、今天利益发展而来

的 ,它们是有机统一的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

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 , 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

义” 21。可见当前是孕育和指向未来的 。这就要求

我们要善于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当前的实际任务

结合起来 ,既要脚踏实地 ,为解决现实任务 、实现当

前利益而奋斗;又要高瞻远瞩 ,放眼长远利益 ,面向

未来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是马克

思主义人生价值观 ,它坚持人的物质利益追求与精

神价值追求的统一 ,要求人们不仅要致力于物质的

创造 ,而且要顾念精神的升华 、人格的提升和道德境

界的提高;它坚持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

使人们活着不仅仅为了体验自己生命的价值和个人

利益得到尊重时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在造福他人 ,奉

献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它要求人们既要追

求远大理想 ,高瞻远瞩 ,放眼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

又要脚踏实地 ,注重实干 ,重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

益 。它既坚持了唯物主义 ,又坚持了辩证法 ,所以

说 ,邓小平的人生价值理论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 ,用它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实践 ,将使我们在实

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同时 ,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社会价

值 ,成为毛泽东早年所提倡的“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

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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