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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义与利的协

调”、“关键以义为前提”，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
语·宪问》）；孟子对“义”解释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四书章句集注》）。义是一种既满足人心要求，又适合事物发展
规律的价值观。“利”是好处、利益，与愿望相符合（《汉典》）。可
见，“义”是儒家在义、利相权之下的价值选择。价值观是人基于
一定的视角、经验或者思维方式对不同的人、事、物持有的价值
权衡或者意义判断。

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受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
影响，在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偏差，导致个人行为也随之发生偏差。
例如，大学生的学术诚信、人际交往诚信问题、就业择业功利化
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儒家义利观有着鲜明且丰富的借鉴价值，
在引领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端正大学生个人行为认知、
增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等方面均能带来有益启示。

1  端正大学生诚信价值观，正确处理学习上的“义”与
“利”

诚信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更是大学生道德自我
修养的第一课。大学生的道德诚信多见于学习、学术研究、日常
行为、人际交往等方面。大学生普遍拥有良好的道德诚信认知，清
楚了解哪些行为属于或者符合道德诚信要求，但是大学生的道德
诚信行为现状却令人堪忧。2017年，徐侠侠向江苏省30所高校发
放调查问卷，旨在调查分析大学生道德诚信知行离合度。经过数
据分析，发现大学生“关于学习诚信方面总的道德认知测度为97.
5%，总的行为测度为57.5%”。可见部分大学生存在对学问缺乏严
谨务实的态度，甚至缺乏起码的学术诚信等问题。当前，大学校
园里的手机“低头族”比比皆是，手机娱乐占据了学生大部分的
课余时间。面对学习的辛苦，那些不愿意艰苦奋斗，选择了舒服
和享受的大学生，其价值观已发生偏差，有必要进行纠正。如果
大学生只为拥有眼前的安逸，那么他们终将失去大学毕业后乃至
整个人生的安逸。

学习，就如同雕玉一样，需要仔细打磨加工，绝非是一件
容易的事。《礼记·学记》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道。”人要想成长为栋梁之材，必定要经过艰苦
的锻炼和学习，这个道理放在大学生身上也是一样的。学习之义，
在于深入钻研专业知识，在于广泛涉猎学科知识；不在于满足于
浅尝辄止，也不在于两耳不闻窗外事。掌握真正的学习本领，拥
有高超的能力，靠的是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大学生在求学期间
最应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学习上，正确处理学习上的“义”与

“利”。求学之路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把握刻苦学习的“义”，才能
收获持久幸福的“利”，例如具备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更好地实
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等。

2  端正大学生择业价值观，正确处理就业上的“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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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是儒家在义、利相权之下的价值选择，针对当代大学生在诚信价值观、择业价值观等方面受到个人主义、利己
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价值观与行为偏差的问题，阐释大学生应当如何正确区分学习上和就业上的“义”与“利”，提出儒家义利观在
引领大学生塑造正确价值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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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
在求职择业上，工作地点、工资福利、社会地位等依然是

大学生择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前，国家出台各种鼓励毕业大学
生到边远艰苦地区就业的优惠政策，但是吸引到的大学生数量相
对有限，而就业地点位于大城市、就业薪酬较高、就业环境相对
轻松稳定的职业依然是大部分大学生的优先考虑，这是大学生在
就业择业问题上做出的取舍，有些大学生受眼前利益诱惑，选择
近利而舍弃远义。但是从长远来看，所舍弃的义也是利。因此，有
必要端正大学生择业价值观，正确处理就业上的“义”与“利”。

大学生在选择就业的时候，面对一份薪酬相对于其他毕业生
优厚，或者就业地点相对便利繁华的职业，即面对眼前所谓的

“利”，要思考这份“利”能否带来真正的“义”。薪酬相对优厚的
职业有可能与大学生的所学专业不相匹配，或者需要更高的能力、
学历才能胜任，导致个人压力过大无法胜任最后就业失败。国家
需要、行业需要也是择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到国家有需要的
地方就业，实现的就是为人民奉献所学知识，提高职业认同感的

“义”。当前，就业缺口较大的地区往往是地处偏远的贫困地区，虽
然眼前可能存在资源短缺、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不利因素，但
却有政策倾斜、竞争压力小、发展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大学生勇
于挑起艰苦就业创业之大“义”，就有希望发挥个人潜能，实现最
美青春之大“利”。

3  结束语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体现了儒家对一个

学有余力的读书人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期待，认
为把个人修身与从政服务于国家社稷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好平台，
这一点值得当代大学生借鉴学习。北宋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了多少心怀国家命运的读书人为
了国家民族事业奉献青春热血，身处当今和平年代的大学生也应
当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特别是在就业的问
题上，面对眼前的和长远的“义”与“利”，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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