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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奢崇俭的当代意义
Ξ

尹世杰

　　摘要 : 黜奢崇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

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受历史上封建残余思想和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

影响 ,国内出现了奢侈消费 ,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为此 ,我们应从思想认识上和行动上

黜奢崇俭 ,弘扬民族精神 ,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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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强调“倡导勤俭节约 ,勤俭办一切

事业 ,反对奢侈浪费”。黜奢崇俭不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 ,而且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黜奢崇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自古以来 ,我国一直把黜奢崇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一些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在很多文章和

专著中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如《尚书·大禹谟》就提出 :“克勤于民 ,克俭于家”。《尚书》中还专列一章“无

逸”,记载周公告诫侄儿成王不要奢侈逸乐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 ,乃逸 ,则知小人之依。”还提出

“无康好逸豫”(《康诰》) ,“不贵异物贱用物”(《旅赘》) 。强调为政者要以俭朴为美德 ,“恭俭惟德”(《周官》) 。

《礼记》中提出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 ,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

记》) 。“故乐行而伦清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礼记·乐记》) 。《左传》中进一步提出 :

“俭 ,德之共也 ;侈 ,恶之大也。”

到了先秦时期 ,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就更多了 ,且更具代表性。孔子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节

用而爱人”(《论语·学而》) 。“奢则不逊 ,俭则固。与其不逊也 ,宁固”(《论语·述而》) ;“礼 ,与其奢也 ,宁俭”
(《论语·八佾》) 。“乐骄乐 ,乐佚游 ,乐晏乐 ,损矣”(《论语·季氏》) 。孟子认为 :君主首先要节俭 ,“是故贤君必

恭俭礼下 ,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平民百姓也要讲恭俭 ,“恭者不侮人 ,俭者不夺人 ⋯⋯恭俭

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不仅反对封建帝王极度的淫奢生活 ,而且反对贵族的奢

侈消费 ,提出 :“堂高数仞 ,榱题数尺 ,我得志弗为也 ;食前方丈 ,侍妾数百人 ,我得志弗为也 ;般乐饮酒 ,驱骋田

猎 ,后车千乘 ,我得志弗为也”(《孟子·尽心章句下》) 。墨子强调 :“去无用之费 ,圣王之道 ,天下之大利也”
(《墨子·节用上》) 。他还具体提出 :要使天下安宁 ,君主必须在五个方面节俭 :“当为客室不可不节”,“当为衣

服不可不节”,“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当为舟车不可不节”,“当蓄私不可不节”。最后提出 :“节俭则昌 ,淫逸

则亡 ,此五者不可不节”(《墨子·辞过》。管子提出 :“国虽富 ,不侈泰 ,不纵欲”(《管子·重令》) 。“故适身行义 ,

俭约恭敬 ,其唯无福 ,祸亦不来矣 ;骄傲侈泰 ,离度绝理 ,其唯无祸 ,福亦不至矣”(《管子·禁藏》) 。

此后 ,历代学者、文人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的论述还有很多 ,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其论述反映出以下

几个重要问题 :

第一 ,诸子百家虽然对俭、奢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 ,甚至出现过争论 ,但主要流派和一些重要学者、名人

都倡导黜奢崇俭 ,认为节俭是美德 ,甚至认为奢侈是缺德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

败由奢”。这说明黜奢崇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 ,众多学者、名人都认为节俭这种美德对人的身心健康作用很大 ,而奢侈对人的危害却很大 ,“俭 ,德

之共也 ,侈 ,恶之大也。”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节俭是大德 ,奢侈是大恶。这些论述对广大人民崇尚节俭、反对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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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作用很大 ,也说明了黜奢崇俭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第三 ,众多学者、名人还认为黜奢崇俭对移风易俗、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正如有

些学者认为强本节用可以富国裕民 ,甚至指出 :“节俭则昌 ,淫逸则亡。”把黜奢崇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提到
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事实亦如此 ,古代有些封建帝王骄奢淫逸 ,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很大。

第四 ,不少名人、学者还强调“俭以养廉”。节俭对达官贵人的廉洁自爱很有作用 ,而且上行下效 ,有利于
优化社会风气。

总之 ,自古以来 ,很多学者都认为黜奢崇俭对人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明作用很大。节俭
是我国传统美德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直至当代 ,我们仍要坚持黜奢崇俭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为

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我国近年来奢侈消费的表现和原因

当前我国大多数人的消费生活是正常、合理的 ,但近年来 ,有些人暴富之后 ,大搞奢侈消费 ,以此大肆炫
耀。例如 ,在食物消费方面 ,有的人大搞“豪宴”,一些宾馆、酒楼竞相推出昂贵菜单 :北京一家酒楼推出大网

鲍 6 800 元一只 ,另一家海鲜酒楼推出每只 8 800 元 ;杭州一家酒楼推出 19. 8 万元的超豪华年夜饭 ,某地一家
酒楼推出高达 25 万元的“乾隆御宴”。在用品方面 ,奢侈消费更是名目繁多 ,30 万元一只的瑞士雷达表 ,580

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 ,3 000 万元一辆的宾利 ,如此高价的商品在中国还有不少人去光顾。据统计 ,中国 600

种珠宝首饰的交易额达 240. 5 亿美元 ,相当于 2 000 亿人民币。中国对黄金的需求量每年达 240 吨 ,占世界

的 8 % ,钻石的销量是 20 亿美元 ,占全世界的 3. 3 %。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有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大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如建设行政中

心、豪华办公楼、中央商务区、会展 (博览)中心、步行街、大草坪、中心广场、宽马路、主题公园、高尔夫球场等 ,

甚至有的城市以每座 50 万元的政府投资在城市中建起若干个豪华公厕 ,其中电视、空调各种设施一应俱

全。② 一些地方政府、单位带头搞奢侈消费 ,更败坏了社会风气 ,造成很大的危害。
我国自古以来 ,崇尚节俭是传统美德 ,造成这些年来出现奢侈消费的歪风邪气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

一是古往今来有些人宣扬奢侈消费 ,认为节俭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古代有些封建帝王和将
相官员 ,大搞奢侈消费 ,在当时社会已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现在有些人富了以后 ,也想做“达官贵人”,大搞

奢侈消费 ,大摆架子 ,这是受某些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的结果。
二是受某些西方国家 20 世纪中叶以来蔓延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恶劣影响。如美国 50 年

代出现的“摇滚时代”,60 年代出现的“嬉皮士 ( Hippies) 现象”、“田德隆区 ( Tenetoin)”、“腐败的欢乐街”等等。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 ,特别是美国某些人大搞骄奢淫逸
的情况 ,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认为这是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他明确指出 :“这种享乐主义构成资本

主义的文化矛盾 , ⋯⋯构成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
亡的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③

三、奢侈消费的不良影响

奢侈消费之风的出现已经和正在给个人与社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 :

11 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

奢侈消费首先会给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中有不少人因骄奢淫逸而短命 ,

据统计 ,从秦始皇到清末帝宣统 ,共有 335 个帝王。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十国

君王 ,帝王数字就为 235。其中寿命在 20 岁以下的有 28 人 ,20～40 岁之间的有 83 人 ,40～60 岁之间的有 77

人 ,60～80 岁之间的只有 36 人。其中早死的 ,有不少是与荒淫、荒诞有关。④

奢侈消费其次会摧残人的精神。骄奢淫逸必然使人异化 ,甚至完全丧失人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的 :“⋯⋯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 ,神灵的 ,魔鬼的活动 ⋯⋯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⑤。马克思谈到资本主
义社会大搞奢侈消费造成人的异化时 ,指出 :“⋯⋯仅仅当作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行为 ⋯⋯把人本身 ———

08

①

②

③

④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2 卷 ,9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王霜向 :《中国帝王宫庭生活》,470 页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版 ,132 页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耿利萍 :《生存与消费》,342 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以上摘自刘汉太 :《消费的福祉》,第 4 章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6。



因而把他本身 ———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 ⋯⋯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 ,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
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 ⋯⋯他还没有体验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① 一些人

“恣意放纵”的奢侈行为 ,成为“魔鬼的活动”,必然使人成为“豪无价值的牺牲品”,失去人的本性。
21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奢侈消费与铺张浪费紧密相连 ,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礼品奢侈包装为例 ,据报导 :

我国每年生产 8 亿件盒装衬衫 ,需要用纸 24 万吨 ,如果以直径 10 厘米的大树为标准计算 ,就相当于要砍伐

168 万株大树。北京市一项统计显示 :该市每年产生垃圾近 300 万吨 ,其中有 60 万吨为过度包装物 ,而该市
每年为处理这些垃圾所投入的费用就有 10 亿元之巨。② 奢侈包装尚且如此 ,其他奢侈消费的损失就更大

了。前述“天价”食物消费以及高档、高价的用品消费造成的浪费更是难以数计 ,这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此外 ,大量奢侈品的生产令一般消费者望而生畏 ,必然影响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 ,影响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 ,影响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31 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已大大提高 ,但我们还应看到我国现在还有不少低收入群体 ,尤其

是农村居民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将近 2 000 万人 ,城市还有很多低收入户 ,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的
消费生活都比较节俭 ,看到那些富豪大搞奢侈消费 ,必然产生“仇富心理”, 容易使搞奢侈消费的人脱离群

众 ,在“敬而远之”中大大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奢侈消费之风若任其蔓延 ,就会对社会风尚造成不良影
响 ,尤其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因素 ,不利于安定团结。

41 影响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
奢侈消费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紧密相联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

“纵欲无度”时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质上自我满足
之风益趋炽烈的社会”。“‘贪婪就是好’———80 年代后期美国雅皮士的口号 ———对于丰饶中纵欲无度来说

是恰如其分的座右铭。”③ 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出现美国雅皮士那种“纵欲无度”的情况 ,但也要防止雅皮士
的出现。奢侈消费完全是违反“道德准则”的 ,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此外 ,奢侈消费带来的人欲横流必然导

致物欲横流 ,以人为本成为以钱为本 ,精神支柱变为“金钱支柱”,为牟利而不择手段 ,各种犯罪行为接踵而
来 ,败坏社会风气 ,危及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

四、弘扬黜奢崇俭的优秀品德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黜奢崇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须大力弘扬以服务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看 ,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 ,城乡之间、地
区之间差距较大。为贯彻以人为本 ,妥善解决民生问题 ,必须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

会风气 ,防止人的异化以促进人的“复归”,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即“人以一种全面的
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④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11 端正价值导向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和凝聚力。⋯⋯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反对奢侈浪费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真正端正价值导向 ,认真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消费方面做到黜奢崇俭 ,以
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奢侈浪费对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危险 ,以及对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 ,进一步认识勤俭节约对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
用。

在个人消费强调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同时 ,行政机关和单位更要在强调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上起

表率作用 ,带头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要坚决反对、制止讲排场、比阔气的奢侈之风 ,严格控制以各种名义建
设豪华办公大楼和楼堂馆所 ,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 ,发扬“俭以养廉”的传统美德。控制某些部门和单位不

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大搞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持勤俭节约 ,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社会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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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作为最好的“政绩”和最佳的“形象”。
21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
式、消费模式”,“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与生

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从消费方式上看 ,就是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紧密结合起来 ,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 ,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 ,黜奢崇俭 ,带动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的

社会风气 ,为防止人的异化 ,促进人的“复归”,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消费过程中要做到节能、节水、节
材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各种炫耀性消费 ,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31 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
黜奢崇俭决不是片面强调消费生活一切都要节省 ,不是限制人们正常的、合理的消费 ,而是针对奢侈消

费而言。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也应逐步提高。笔者曾撰
文指出 :节俭“是针对奢侈浪费而言的。决不是片面强调节衣缩食 ,不改善人民生活 ,为节俭而节俭 ,而是要
科学、文明地消费 ,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反对铺张浪费的同时 ,不断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消费水平 ,优化

消费结构 ,提高消费质量。”① 即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 ,也要逐步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 ,使消费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 ,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以促进经济的增长。马克思也说过 :“决不是禁欲 ,而是发

展生产力 ,发展生产的能力 ,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 ,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 ⋯⋯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
能的发展 ,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② 通过文明、科学、合理的消费 ,使消费水平、质量不断提高 ,促进人的身心

健康和全面发展 ,有利于发展消费力和生产力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
步。这与前面所说的奢侈消费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形成鲜明对比 ,划分了“俭”、“奢”的明确界限。

在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优化消费结构过程中 ,如何扩大消费领域 ,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
的消费领域成为重中之重。在当代 ,闲暇消费已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一大趋势 ,发展高质量的闲暇消费值得研

究。闲暇消费 ,就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消费活动。闲暇时间 ,马克思称之为“自由时间”,“使个人得到充
分发展的时间”,“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 ,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的时间。③ 在

有限的收入条件下 ,适当地发展具有文化内涵的闲暇消费 ,加强高层次的文化娱乐活动 ,使自己“得到充分的
发展”,促进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以最少的花费得到最大的消费效益 ,不断提高闲暇消费质量。

41 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笔者曾指出 ,“消费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增长消费知识 ,才能充分享受现代

科学文化给消费生活带来的一些成果 ,才能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④ 从根本上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提高消

费力 ,才能自觉地、主动地排斥奢侈消费 ,提高消费中的文化含量 ,提高具有高层次文化内涵的发展资料、享
受资料的消费比重。正如马克思所说 :“⋯⋯因为要多方面享受 ,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 ,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

度文明的人。”⑤ 坚持黜奢崇俭 ,反对铺张浪费 ,有利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使他逐步成
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自始至终体现以人为本。

为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必须加强消费教育 ,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要认真落实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和凝聚力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弘扬中华文
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这里讲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教育”包

括黜奢崇俭的教育。黜奢崇俭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消费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
设。

(责任编辑 :陈永清、杨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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