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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胡 寿 鹤

人的价值是和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
。

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的内在根据
,

人的价值是人的

本质的功能表现
。

因此
,

在论述人的价值之前
,

必先说明人的本质
。

人 的 本 质

人类作为 卜体出现之后
,

就把客体作为 自己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
,

这客体 包 括 自然

界
、

人类社会和人 自身
。

人对 自身的认识和对 自然界
、

人类社会的认识是同样古老的
。

早在

两千年前
,

我国著名哲学家荀子就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
,

说
: “

水火有气而无生
,

草木

有生而无知
,

禽 兽有知而无义
,

人有气
、

有生
、

有知
,

亦且有义
,

故最为天下贵 也
。 ”

把
“

义
”

看作是人区别 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标志
。

所谓义
,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

就是理性
、

道德
。

所

以
,

我们中国人历来把那些丧失理性
、

不讲基本伦理道德的人骂为畜牲
。

差不多 与 荀 子同

时
,

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
“

人是社会的动物
” 、 “

人是政治的动物
”

的观点
。

前者着眼于人的个体与动物的区别
,

后者着眼于人的整体与动物的差异
。

两千多年来
,

人类

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本上就沿着这两条线索延伸着
、

发展着
。

直至马克思才集其大成
,

作了

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
。

马克思关
一

犷人的本质问题有不少的提法
,

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从人与 自然界

的关系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
,

一类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
。 一

「面分别作

简要的考察
。

一
、

从人与自然 界的关 系上看人的 本质
一

首先
,

从主体方面考察
。

马克思说
: “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

少「来
。 ”

①在这里
,

马克思把生命活动是否有意识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

又说
: “

一个种的

全部特征
,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 是 自 由 的 自觉 的 活

动
。 ” 玄 在这里

,

马克思又把生 命活动是否 自由自觉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

恩格斯说
: “

如

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
,

那么
,

这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

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

偶然的事情
。

但是人离 J卜动物愈远
,

他们对 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
、

有计划的
、

向着
一

定的和事先 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
。 ”

③ 恩格斯在这里指出
,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
:

人

对自然界的作用是经过思考的
、

有计划的
,

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
, 而动物则

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活动
。

毛泽东说
: “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
,

做或行动址主观见之于

客观的东西
,

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

这种能动性
,

我们名之日
`

自觉的能动性
’ ,

是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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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区别于物的特点
。 ”

④ 毛泽东在这里把
“

思想
”

和在思想指导下的
“

做或行动
”

叫做
“

自觉 的 能

动性
” ,

而这种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之点
。

马克思
、

恩格斯
、

毛泽东关于人区

别于动物的本质的这四种说法
。

其差别是表述性的
,

其实质则是相同的
。

这个共同的实质就

是 自觉的意识和 自觉的意识指导下的 自觉的行动
。

简言之即自觉能动性
。

自觉能动性包括 自

觉性
、

自主性
、

创造性三个方面
。

自觉能动性首先必须具有自觉性
,

自己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

做什么
,

为什么要这样想
、

这样做
,

这样想
、

这样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等
。

其次必须

具有 自主性
。

人的思想和行动是根据 自己的要求
、

自己的愿望
、

自己的意志 去进行 的
,

而不

是受本能的驱使
,

或外部强制力的逼迫而进行的
。

如果出于本能的驱使或外力的强制
,

就谈

不上什么能动性了
,

再次
,

自觉能动性还必须具有创造性
。

人们根据 自己的需要
,

提出一定

的要求
,

设计出一定的目标
,

然后去进行改造自然物的活动
,

生产出一定的产品
,

这就是精

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过程
。

创造性是 自觉能动性最突出的表现
。

如果人们思维和 活 动 的 结

果
,

既没有在观念形态上有所创造
,

也没有在物质形态上有所创造
,

一切还是世界的老样子
,

当然也就谈不上自觉能动性
。

自觉能动性是自觉性
、

自主性
、

创造性的统一
,

三 者 缺 一 不

可
。

其次
,

从客体方面考察
。

马克思说
: “

我们的生产 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 。

⑤又说
:

“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
,

是感性地

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

⑥
。

在这里
,

马克思告诉我们
:

第一
,

生产是反映人的本质的镜

子
.

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就可以看出人的本质
。

第二
,

工业的历史及其 已经产生的对

象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本
,

人的本质力量 已经反映在上面
、

雕刻在上面
、

书写在上面 了
,

而且是历史地发展地反映
、

雕刻
、

书写在上面了
。

第三
,

工业的历史及其产

生 的对象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

本来
,

人的心理状态
、

精神活动是一种看不

见
、

摸不着的非感性的东西
。

然而通过工业生产及其产 .钻却把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反

映
、

概括
、

总结在上面了
,

因而成为一本摆在我们面前的感性的心理学
。

马克思这里说的人

的心理学包括需要
、

欲望
、

情感
、

审美
、

意志
、

思维及
一

其历史发展等
,

简单地说也就是人的

自觉的意识
<,

工业的历史及其产品既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产物
,

又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对象

化和表现
。

恩格斯说
: “

一 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
,

都不能在 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

印记
。

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 ”

⑦并进而指 出
: “

我们之所以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 ,

是在于我们
“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 , ,

、

因从客体方面考察
,

人的本质在于有意识地
、

自觉地
、

能动

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再次
,

从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考察
。

马克思说
: “

一当人们 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

资料的时候
,

他们就开始把 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 ”

⑨ 后来
,

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
: “

动物仅仅

利用外部 自然界
,

单纯地以 自己的存在来使 自然界改变
,

而人则通过他们所作出的改变来使

自然界分自己的 目的服务
。

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
,

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

是劳动
。 ” L 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考察

,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劳动看作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根

本所在
。

劳动 是人对 自然界的一种 自觉的
、

有目的
、

有计划的改造活动
,

是人和自然界相互

联系
、

相互作用
、

相互转化的一种纽带
,

是人和 自然界的对立面的统一
。

劳动作为人的一种

活动
,

是人之所 以为人
,

人之所以成为主体的主体性的根本表现
。

所 以
,

它又是人的本质
。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考察
:

从主体方 而看人的本质
,

是自觉能动的特性 ; 从客体方面看

人的本质
,

是 自觉能动性的结果 ; 从主客体的关系上看人的本质
。

是 自觉能动性的活动
。

因

此
,

人的本质可 以概括为 自觉能动性
。



二
、

从人与人的关 系上看人的 本质

人的本质
,

仅仅从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来规定是不够的
,

还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规定
。

因为人并不是孤立的单个的存在物
; 恰恰相反

,

他只有在社会中
,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

中才能存在
,

他是社会的存在物
。

所 以
,

马克思主义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去揭示人的本质的

同时
,

又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去揭示人的本质
。

马克思说
:

人的本质
“

不是人的胡子
、

血液
、

抽

象的肉体性
,

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 ”

⑧ 指出
: “

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

人就是

人的世界
,

就是国家
、

社会
。 ”

L
“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

L
“

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 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⑧ 从

“

社会特质
”

到
“

人 的 世

界
” ,

从
“

真正的社会联系
”

到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标志着马克思在人
一

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探索步步深入的轨迹
。

对马克思的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 会 关

系的总和
”

这段话颇多歧议
,

还需认真推敲和讨论
。

我认为这段话包含这样三层意思
: (一 )

是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的表现
; (二 )这种本质的现实表现是被社会关系所规定的

,

如同阶

级社会中人的本质是为阶级关系所规定的一样
; (三 ) 肯定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的表现或现实

的本质
,

并不否定普遍意义上的共同的一般的本质
。

有人径直把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等同起

来
,

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我认为是不对的
。

事物的本质就事物本身孤立的状态是

无从表现
,

不能认识
,

因而也是无法规定的
; 只有在相互关系当中才能表现出来

,

得以认识
,

得到规定
。

因此
,

事物本质的展现
,

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离不开相互之间的关系
,

这是毫

无疑义的
。

但是
,

关系不就是本质
。

马克思说
: “

每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

生产力
、

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
,

是哲学家们想象为
`

实体
’

和
`

人的本质
’

的东西的现实

墓础
”

⑥
。

这段话告诉我们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是人的本质 的现实基础
,

而不是人的本质本

身
。

由社会关系规定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 一般地 说就是社会性
。

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主

要是阶级关系
,

因此
,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主要的也就是阶级性
。

毛译东说
: “

有没有人性

这种东西 ? 当然有的
。

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
,

没有抽象的人性
。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看

阶级性的人性
,

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 ”

L 这里讲的就是由社会关系
、

阶级关系所规定的

社会的人的具 沐本质和阶级本质
。

把
“

人的本质
”

和
“

社会关系
”
混为一 淡

,

对马克思的话的理

解未免太直观
、

太表面
、

太肤浅了
。

有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人的现实的具体的本质
,

就是抛弃和否定了关于人的类本

质的提法
。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

人作为一个类当然有它的类本质
,

不然
,

它就不

能作为一个类存在
。

类和个体是一般和个别
、

普遍和特殊
、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

两者是相互

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

既不能以一般否定个别
,

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常

识
,

应当是很清楚的
。

但一到具体的问题上
,

许多同志就糊涂了
。

难道在《关于费尔巴 哈 的

提纲》之后
,

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否定了劳动
、

自觉能动性等等是人的本质的观

点吗 ? 事实恰恰相反
,

这些论述都是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之后提出的
。

应当肯定
,

对费

尔 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
,

马克思确实是否定的
。

因为
“

费尔 巴哈从来没有看到 真 实

存在着的
、

活动的人
,

而是停 留在抽象的
`

人
,

上
,

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
`

现实的
、

单独的
、

肉体的人
’ ,

也就是说
,

除了爱与友情
,

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 以外
,

他不知道
`

人
一

与人之间
’

还有什么其他的
`

人的关系
’ 。 ”

L 但是
,

对费尔 巴哈关于人的本质错误观点的否

定
,

并不等于对人的一般的
、

普遍的
、

共同的类本质的否定
。

马克思在表述 中冠以
“

在 其 现

实性
_

L
”

的限制词
,

就表明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是指它在现实社会中
、

由现实的社会关系所规



定的关于人
卜

的本质的具体表现
,

并不是要否定人的共同本质或类本质
。

从以上
.

对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的本质论述的大略考察
,

可 以得出如 .l’ 的结论
:

人的本质有

两个方面
:

表现于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的本质是 自然本质
,

它表示的是人与物的区别
,

这是人

的共同本质
「

或类本质
。

表现 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本质
,

它表示的是人 自身相互之

间的区别
,

这是人的特殊本质或个体本质
。

诚然
,

就人的社会本质而言
,

也有普遍性和特殊

性两个方面
。

从概括的一般意义上讲人的社会性
,

是人的共性
,

从具体的特殊意义上讲人的

社会性
,

是人的个性
。 、竹人们只是考察人与物的区别时

,

只从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上考察人的

共同的类本质就够了
。

但是
,

当人们要进而考察人与人
卜

之间社会本质的区别时
,

就必须进而

深入考察人与人相区别的不同的社会本质
。

这种社会本质是指每个人和每个阶级处在什么样

的社会关系中
,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

承担着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和职责
,

对

社会作出的贡献和从社会得到的回报的关系等等
。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大都停留在对

人的一般的
、

共同的
、

类本质的考察上
,

而且对类本质的考察大多也是错误的
,

所以都不能正

确地揭示社会的关系
、

社会的结构
、

社会 的矛盾
、

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历史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因而都是非科学的
。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创立正是从人的自然本质深入到

社会本质
,

从一般 的社会本质深入到个体的阶级的特殊的社会本质开始的
。

所以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叙述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时
,

一再强调他们观察和研究的出发点是
“

从事实际活 动 的

人
” ,

是
“

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

现实的
、

可 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 。

并且指 出
:

“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功的生活过程
,

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 的 那

样
。

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
,

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

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

动
。 ” L从处在一定条件下的

、

现实的
、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
,

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

历史理论同以往经验论的和唯心论的社会历史理论分道扬镰的起点
,

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 历史理论的源头
。

人的自然本质—
自觉能动性和社会本质— 社会性

,

并不是互相分离
、

各不相干的
,

而是相互联系
、

密切相关的
,

社会性制约着能动性
,

能 动性改变着社会性
。

对于社会性制约

着能动性
,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时有很生 动而深刻的描述
。

马克思说
:

在资本

主义异化劳动的情况下
, “

对劳动者说来
,

劳动是外在的东西
,

也就是说
,

是不属于他的本质

的东西 ; 因此
,

劳动者在 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 自己
,

而是否定自己
,

并不感到幸福
,

而是

感到不幸
, :
井不 自由地发挥 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

,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
,

精神

遭到摧残
。

因此
,

劳 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 自由自在
,

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
。 ”

“

因此
,

他的劳动不是 自愿的
,

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
。 ”

L人的能动性只能在一定的 社 会

关系下得到发挥
,

而且只能在一定社会关系要求的范围内和允许的形式上得到发挥
。

另一方面
,

作为人与 自然关系的自觉能动性又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
,

并推动着社

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

能动性首先作为生产力出现并表现于生产过程中
,

它的发挥和发展的

状况标志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程度
; 而生产关系则是根据生产力的状况和适应生产力的

要求而建立起来的
,

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
。

人的 自觉能动性高度发展和充

分发挥的时候
,

就是人得到 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时候
。

这时的社会关系是最完善
、

最和谐
、

最

自觉的
。

这时的社会结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和预言的共产主

义社会
。

长期以来
,

我国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理解和研究
,

大多流于片面和

表面
,

并且各执一端
。

有的同志抓住社会本质而否定 自然本质
,

抓住社会的特殊本质而否定



类本质
。

有的1司志则在 自然本质和类本质上大做文章
.

而对现实的社会本质不屑一顾
,

不置

一词
,

或者轻描淡写
,

搪塞
一

了事
。

前者以阶级性否定人性
,

表现为
`·

左
”

的思潮
,

后者以人性

贬斥阶级性
,

表现为右的思潮
。

两者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学说
,

都没有全面地

了解人的本质的两重性及其辩证关系
。

人 的 价 值

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作用和意义
。

一物的价值都和它的本质相关联
。

本质是价值 的内

在根据
,

价值是本质的功能表现
。

人的价值也是如此
。

人的本质有两个方面
:

能动性和社会

性
。

人的价值 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

通过发挥能动性所起的作用和通过发挥社会性 所 起 的 作

用
。

通过能功性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
,

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

生产出物质产

品和精神产品
; 通过社会性所起的作用表现为对社会关系

、

社会秩序的优化
。

生产劳动和社

会秩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
。

首先
,

人的价值在于劳动
。

劳动是人的一种活动
、

一种功能
。

人之所 以会有这种功能
,

在于人有 自觉能动性的本质
。

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

也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第一

个前提
,

其意义是兀与伦 比的
。

所 以
.

它是人类的象征
,

人类的骄傲
,

是人类最豪迈的事业
。

马克思说
: “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

这

个前提就是
:

人们为了能够
`

创造历史
’ ,

必须能够生活
。

但是为了能够生活
,

首先就需要衣
、

食
、

住 以及其他
.

东西
。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 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

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
。

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
,

即一切

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
。 ”

@ 劳动的特点在于创造
。

物品的价值在于它直接有某种价值
,

例如
,

猪羊以其皮
、

毛
、

肉
、

骨供人作衣食生活之用
,

牛马还向人洲提供 一 种供役使的畜力
。

它们

的机体本身就是价值
。

仪也是一种动物
。

但他不能把 自己的躯体作为价值对象
,

也不能仅仅

向人们提供一种供役使的力
。

人的价值在于他有一种创造价值的属性
,

这种属性就是 自觉能

动性
。

因而其价值在于创造价值
。

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劳动生产的过程
。

人通过劳动生产
,

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

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

所以
,

劳动就意味着创造
,

就意味着贡献
,

就意味着价值 (创造不是发明
,

发明必须是前人未曾做的 ; 创造与此不同
,

凡是自然界本来所

没有的
,

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而成的
,

就是创造 )
。

任何东西的价值都在于贡献
,

久的价值也

是如此
。

有贡献就有价值
,

没有贡献就没有价值
,

贡献大则价值大
,

贡献小则价值小
,

这是

天经地义的道理
。

爱因斯坦说得好
: “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
、

思想和行动

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
。 ”

试想
.

一个人如果对社会
、

对人类没有作出丝毫的贡献
,

社会

和人类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丝毫的增益
,

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

那他对

社会和人类有什么价值呢 ? 显然是谈不上任何价值的
。

所以
,

人的价值在于奉献的说法是完

全正确的
。

但是
,

人毕竟不是物
,

他不仅仅是价值的客体
,

而且 也是价值的主体
。

他一方面作为价

值客体要为别人和社会作出贡献
,

另一方面他又是价值主体
,

要求别人和社会对 他 作 出 贡

献
。

因此
,

人与人之间是互为主客体关系
。

这种互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

我为人 人
.

人人为我
”

的社会关系
。

胡乔木说
。

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 面
,

一方面 造个人对社

会的责任和贡献
,

一方面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

在这两个方面中
, “

人人为我
”

必 须 以

“

我为人人
”

为前提
。

每个人都做到
“

我为人人
”

了
,

实际上同时也就实现了
“

人人为我
”

了
。

就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

只有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

社会才能根据你贡献的大小给以 回报和

奖赏
。

这和社会主义社会
“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

的原则是相一致的
。

在社会 主义社会里
, “

每

一个生产者
,

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 ” “

他以 一 种

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
,

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 ”

@

现在
,

在人们的价值取 向上存在着一种偏向
:

工作尽量少做
,

工资尽量多拿
,

艰苦的事情

最好都 同我不沾边
,

一切实惠则希望我都统统有分
。

不说这是一种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
,

至少

也是一种懒汉的人生哲学
。

爱因斯坦说
: “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 目的本身—
这

种伦理基础
,

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 ”

正确的需要的应当是它的反面
,

如爱迪生所说
: “

我的人生

哲学是工作
,

我要揭示大 自然的奥秘
,

并以此为人类造福
。

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
,

我不

知道还有什么 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
。 ”

应当象雷锋那样
, “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

务中去
” 。

这样的人生才是最光辉
、

最有意义
、

最值得 自豪
、

最受人们尊敬
,

从而也是最有价

值的
。

其次
,

人的价值在于为优化社会秩序作出贡献
。

这方面的价值主要来 自人们政治法律的

和伦理道德的思想和行为
。

许多政治家
、

思想家
、

伦理学家之所 以受人祟敬
,

得到崇高的社

会评价
,

并不在于他们创造了什么杰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

而在于提出
、

制定了一种关

于先进的社会结构
、

社会秩序的观点和理论
,

向人们做宣传解释
,

并且身体力行
,

影响群众
,

带领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
。

例如孔子
,

由于他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国家
、

管理社会
、

处理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政治伦理学说
,

对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
、

巩固
、

完善起了很大的

作用
,

因而我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他奉为圣人
。

孙中山
、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
,

在于适应

历史的潮流
,

领导人民推翻了一种 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

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社

会秩序
,

把社会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雷锋
、

张华 等人之所 以值得肯定
,

值得学习
,

是

因为他们以 自己的行动团结友爱
,

扶老携幼
,

助人为乐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直至献出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
,

为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
一

丧率
。

有的人认为张华作为一个大学

生
,

为抢救一个老农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划不来
。

应当肯定
,

就科学文 化 素 养 而论
,

就未

来的生命时间而言
,

就往后可 以做的贡献看
,

张华确实可能超过老农
。

但是
,

张华为抢救老

农而付出的生命代价
,

绝不仅仅 是换来了老农的生命
,

更重要的在于为社会
、

为千千万万的

人们树立 了一个舍 己救人的光辉榜样
,

为社会唤起了一 种团结友爱
、

互助互救
、

无私奉献的

精神
,

这种榜样和精神所产 生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
,

是一个人某些具体的劳动成果和一般

的生命代价所难 以换来的
。

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给予雷锋
、

张华等优秀青年以高度的评价
、

崇高的赞誉的原因
。

相反
,

如果
卜

当别人处在危难之际
,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价值高于别人为由

而不去救助
,

那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
,

这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 ? 至于

那些趁人之危
,

要钱救命
,

见死不救的人
,

其面目的可憎
,

其灵魂的丑恶
,

就更是为人们所

不齿了
。

人有能动性和社会性两市本质
,

因而有创造社会财富和优化社会关系两个方面的价值
。

泥是
,

每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道路是不一样的
,

因而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是不 同的
,

有些甚至

是相反的
,

就是说
,

人的价值还有正负之分
。

所谓正价值
,

是指一个少
、

的一生和活动对人民

和社会起了有益的作用
,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所谓负价值
,

是指一个人的一生和活动对人民

和社会起了有害的作用
,

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
: “ `

人固 有 一

死
,

或重于泰山
,

或轻于鸿毛
。 ’

为人民利益而死
,

就比泰山还重
; 替法西斯卖力

,

替剥削人

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
,

就比鸿毛还轻
。 ”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

前者是正价值
,

后者是负价值
。



我们平常所说的关心人
、

尊重人
,

主要是指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具有正价值的人
。

对

那些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
、

破坏国家的社会秩序的人
,

社会不仅不会给予关心和尊重
,

而是要依法进行处罚和制裁
,

甚至处以极刑
。 r

当然
,

从另一个角度讲
,

处罚也是一种关心
。

因为对犯罪分子依法进行处罚和制裁
,

也是他们沦为犯罪分子以前作为一个公民的愿望和意

志
。

而且对他们的处罚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教育和挽救
。

这也可以说是对犯罪者的一种尊重
。

黑格尔就曾说过
: “

受罚被认为包含着犯罪者本人的权利
,

在这里罪犯是被当作有理性者来尊

重的
。 ”

只有那些积极劳动
,

努力工作
,

自觉维护社会秩序
,

净化
、

优化社会风尚
,

为社会
、

为国家
、

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
,

才是真正懂得人的价值和真正具有价值的人
。

这就是为什么

劳动模范
、

先进生产者
、

先进工作者
、

优秀于部倍受人们尊敬的原因
; 而对那些剥削者

、

寄

生者
、

不劳而获者
、

偷盗抢劫者
、

贪污受贿者
、

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则给以鄙视
、

予 以谴责
、

加以诅咒
、

进行惩治
、

绳之以法的道理
。

人的价值既然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两个方面
,

为了

实现人的价值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去做
。

一方面
,

从个人讲
,

努力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
,

尽

其所能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

而不能象某些不明事理的人那样
,

以为自己不劳动
、

不工作
、

不尽责任
、

不作贡献
,

就有什么价值
,

就可 以大言不惭
、

理直气壮地要工资
、

要待遇
、

要名

誉
、

要地位
、

要升官
、

要发财
,

似乎是谁欠了他们的账
。

另一方面
,

从社会来讲
,

党
、

政府
、

领导应当尊重人们的劳动
,

关心群众的疾苦
,

维护他们的权益
,

对他们的劳动和贡献作出公

正的评价
,

并给以必要的报酬和奖赏
。

这样
,

我们的社会就将是每个人的价值都得 以展现的

社会
,

因而也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
、

和谐有序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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