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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的历史性、本色和美好愿景*

江 畅 汪佳璇

摘 要：人类的本性在于谋求生存得更好，这种本性决定了人类一诞生就开启了追求过上好生活的历史进

程。这个进程可以主要划分为氏族公社、早期传统社会、轴心时代、后期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诞生和现代社会六

个时期。历史事实表明，人类好生活的进步主要是生理需要满足层次的，高层次需要及其满足是低层次好生活

的可靠保障，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使人类普遍滞留于生理需要层次的满足。从人类好生活的历史可以发现

其本义有四个主要方面：人类首先得满足生理需要才能谈得上好生活；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还需开发情感需要

和自我实现需要；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保持平等的好生活才能持久；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才能普遍

过上好生活。五千年的文明史给人类普遍过上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站在现代化、全球化和科技化时代这

样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应该绘制未来人类好生活的理想蓝图，并努力推进其实施，使之变为普遍好生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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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思想家一直都在构想某种具有普

遍性、永恒性的好生活或幸福的理想，但古往今

来人们的好生活观念和现实都是不相同的。好

生活观念形成后会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传承下

去，即使将来社会上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差距，

所有人都过上了好生活，人们也不会满足现状，

而会追求更好的生活。好生活是不断变化的，

不同时代的好生活差异更为明显，因此我们说

好生活具有明显的历史性。但是，好生活之好

是一种价值性质，虽然其内涵可以不断丰富、更

新，但它的根本价值性质即好性或善性不会

变。如果好生活的好性变了，好生活就不再是

好生活，而是不好的生活。好性就是好生活的

不变本色和共同意蕴。在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的今天，检视好生活的不

变本色和共同意蕴，必定会助益我们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中不忘本来，开拓前进。

一、人类好生活的历史演进

当猿人开始打造石器的时候，从此就告别

了动物界，开启了人类生活。打造石器意味着

不满足以前纯粹依赖自然的动物生活，而要过

上体现自己意愿的、比自然生活好的人类生

活。这就是人类好生活的开始，从此人类踏上

了追求生活得更好之路，并且探索前行了约三

百万年。在这三百万年中，人类虽然不断追求

好生活，而且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但人类长期

没有好生活的意识。到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

社会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氏族部落之间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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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状况存在好坏差异，这应该是促进人类好生

活意识最终形成的重要动力。自觉追求好生

活，也许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

一。自那时起，好生活不再是人类进化的自然

结果，而是人类不断追求和自觉构建的产物。

如果从原始社会后期有了好生活和坏生活

的划分开始算起，人类好生活的历史可以划分

为六个时期：一是氏族公社时期的好生活，约原

始社会末期至公元前 21世纪左右；二是早期传

统社会的好生活，约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8
世纪；三是轴心时代的好生活，约公元前 8世纪

至公元前 2世纪；四是后期传统社会的好生活，

约公元前 2世纪到 17世纪；五是现代社会诞生

时期的好生活，约 14世纪至 20世纪 40年代；六

是现代社会的好生活，20世纪 50年代至今。这

六个时期的好生活存在明显差别，也可以说是

人类历史上的六种好生活形态。

原始社会末期（大约父系氏族社会阶段），

不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争

夺土地、财产、水源甚至人力，显然不仅为解决

氏族部落的温饱问题，而是为占有更多资源，包

括人力资源。当然，不同部落之间也存在贸易

往来，以及生产技术、制作技术等方面的交流。

战争也好、交往交流也好，终极目的都指向更好

的生活。但是，即便在那种生活极其艰苦的时

代，好生活也并不仅意味着资源占有得多，还包

括名誉、地位、威信、声望等因素。这些因素本

身不仅是好生活的内容，同时也是获得更好资

源，进而过上物质层面好生活的途径或条件。

《尚书》记载尧帝禅让帝位给舜，是因其德性好、

人格高尚。《荷马史诗》歌颂的并不是财富的占

有者，而是那些为氏族部落利益与荣誉浴血奋

战、视死如归的英雄。尧舜禹的生活、希腊英雄

的生活都是当时好生活的典范，而他们好生活

的实质内涵是真正体现人之为人本性的东西。

早期传统社会差不多由原始社会末期在战

争中取胜的部落建立起来的，社会分化为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但是，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古

罗马有很大差异。在古代中国，战争中获胜的

一方会成为统治者，而被打败的或自愿投降的

一方并没有都沦为奴隶，统治者将其作为自己

的臣民去统治。那时，只有统治者才有好生活，

但统治者通常要求官员善待百姓，甚至把百姓

的愿望当作天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努力改

善百姓的生活。就统治者而言，并非所有人都

能过上好生活，真正过上较为持久好生活的人

不仅在于占有更多资源，更在于其德性和才

能。天子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但他们的好生

活也以德才为前提。如果他们善待百姓、能够

驾驭统治集团，其好生活就会持久；否则其统治

就会被推翻，好生活也就会终结。

轴心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在

中国历史上对应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同时期的

古希腊则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文明兴起

到鼎盛再走向彻底毁灭。从现实生活看，除了古

希腊文明繁荣时期（公元前 6世纪—公元前 4世

纪）自由民过上了不到 300年的好生活之外，其

他时期这两个文明区域几乎都是人间地狱，包括

统治者也没有真正的好生活。但是，却出现了一

大批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他们从

理论上提出了涉及好生活的相关概念并构建其

理论体系，激励后人更自觉地追求好生活，并给

后世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好生活方案。

后期传统社会，中国和西方的情况有很大

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2000多年间实行皇权

专制统治，改朝换代经常发生，皇位更迭频繁，

随之而来的常常是社会动荡甚至战争。相对而

言，中国社会只有三类人生活得比较好，即皇帝

家族、作为皇家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通过读书

做官的官员阶层。除了这三类人之外，大部分

平民百姓的生活极其艰苦，遇到天灾人祸就有

可能家破人亡。西方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 1000多年，几乎一直处于战乱

之中，生活得好的只有世俗的贵族和天主教教

会的僧侣阶级。但是，由于战争和瘟疫等因素，

这两部分人的安全需要也得不到可靠保障。

现代文明的曙光在意大利初露，随后逐渐

照到西欧乃至世界各地，但西方世界直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才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个

过程中，唱主角的是西欧人，他们在追求财富、

利润强大动机的驱动下，从西欧走向世界各

地。现代社会诞生时期是冒险家掠夺财富的时

期，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资本逐渐统治世界

的时期。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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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

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1］870-871。这个时期的好生活就是占有更多财

富、拥有更多资本，并用资本赚更多的钱。追求

财富和利润的西方资本家受新教伦理的影响并

不贪图享受，而是崇尚节俭、禁欲、奋斗，认为赚

钱是自己的天职，赚更多的钱就是人生的价值

所在。他们将人生的追求定格在生理需要满足

的层次，并且让生理需要无限膨胀，他们的一切

活动就是使无限膨胀的生理需要获得满足。

西方国家海外掠夺、殖民扩张过程的一个

重要后果是人类的国家化和世界的一体化。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局势相对稳定，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逐渐走

上现代化之路。这一时期人类在三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步：一是社会内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

间的对立逐渐淡化，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分明，大

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二是各国尤其是

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生产

能力普遍提高。除非洲一些国家外，大多数国

家能够解决自身温饱问题，发达国家则已非常

富裕。三是各国统治者不再只考虑统治阶级的

利益，还要考虑全民的利益，社会成员的利益逐

渐被摆到了突出位置。这些进步使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的国民能够过上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满足

的生活，也有很多国家国民的生理需要已经得

到了相当充分的满足。

但是，从全人类看，现代社会在好生活方面

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

异，西方发达国家生活富裕，而非洲一些国家的

人民普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温饱问题得不到

解决，世界上的贫困国家大多在非洲。这些贫

困国家的国民普遍不能满足起码的生理需要，

因而谈不上好生活。二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

贫困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普遍较为严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

化。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正在加剧全球范

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

得资本所雇佣的人力愈来愈少，全球范围内更

多的人力与高新生产资料甚至传统生产资料相

分离，使得社会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①。

三是人们普遍只重视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忽视

情感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更是被压抑。

受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影响，整个人类

生活日益市场化、世俗化和单向度化，情感需要

被挤压，导致生活压力感增强和心理疾病高

发。即使把这种生理需要满足的生活视为好生

活，那也是较为初级层次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

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二、好生活的不变底色

以上是对人类有好生活意识以来的简要考

察，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类好生活的进步主要是生理需要

层面的满足。大约在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就开

始了对好生活较为自觉的追求。相对于原始人

而言，人类有了极低水平的好生活，此后人类好

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

实。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五千年来的历史

上，好生活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满足

生理需要的水平不断提高。到了原始社会末

期，人们生理需要的基本内容即吃、穿、住、用、

行等，在整体生活水平高的部落，这些需要基本

上能够得到满足。直至今天，人类的这些基本

需要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满足这些需要的

资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是过上好生活

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说我们今天对原始社会末

期不同部落好生活的情况还不甚了解，但到了

早期传统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上绝

大多数人生理需要是得不到满足的。而到了今

天，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基本生理需要能够得到

满足。但从好生活包含的情感和德性方面来

看，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后来的几个时期，其进步

并不明显。就情感而言，原始社会中的部落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归属感、爱和尊重不会发生什

么问题，而今天这些情感需要普遍未能得到较

好的满足，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的观念、

知识、能力等方面获得了高度发展，但人类在德

性与安全需要及其满足方面的提升并不理想。

第二，高层次需要及其满足是低层次好生

活的可靠保障。人类好生活具有由低到高不同

层次，一般来说，高层次的好生活以低层次的好

生活为基础，同时低层次的好生活又需要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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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好生活为之提供保障。比如，底线层次的需

要要有情感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得到好的满足，生

存需要也要以人格完善中德性方面的满足为条

件。许多事实证明，没有高层次需要的适度满足，

低层次的满足就会出现问题，就不会持久。历史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开国之君

往往是德才兼备的明君，他们的好生活是依靠自

己的德才力量创造的。后来继位的君王虽已拥有

了充分满足生理需要的资源，但大多因德才平庸

而导致被篡位，或者被杀害，他们拥有生理层面的

好生活也毁于一旦。他们的问题症结在于缺乏人

格完善的需要，作为君王应有的德性和能力要求

得不到起码的满足。今天的发达国家，人们生存

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但情感需要没有被开发出

来，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必要的满足。正因为如此，

生活在当代的许多人感到苦闷、无聊、空虚、生活

压力大，甚至有人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这些

事实也告诉我们，如果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的

生理需要即使得到了充分满足也不会过上好生活。

第三，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使人类普遍滞

留于生理需要层次的满足，将底线的好生活当作

好生活的全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市场经

济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把人

类对好生活的追求引向了歧途。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于谋求利益最大化，为此市场经济主体不断刺

激和开发人们的生理需要，并花样翻新地去满足

这些需要。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们生理需要因被

过度刺激和开发而导致其他需要萎缩甚至消逝，

最终只有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好生活也就仅限于

此。例如，个别人缺乏归属感的需要，缺乏家庭观

念、单位观念、国家观念，将个人视为至上的、唯一

的。他们往往没有爱的需要，既不爱别人，也不要

别人的爱，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然而，对

于归属感的需要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有利

于生存的需要，如果不去开发、不去满足，实际上

是逆人性而行，遭到报复在所难免。市场经济导

致个人生活普遍物化，必定造成社会的物化，古代

社会的人性化、人道化和人情化不同程度退隐。

社会物化不仅破坏了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联系，更导致了人类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正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

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

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

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

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34

第四，好生活理论对于人们好生活观念的

形成和追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自轴心时代开

始，好生活理论出现，人类开始有了完整的好生

活概念和观念，并使人类对好生活的追求受其

深刻影响。其中对现实的好生活具有较大影

响的有：一是儒学（包括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

明理学）。它对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时代的

好生活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对现代中国也有

或显或隐的影响。儒学将情感需要的满足、德

性需要的满足，作为好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实

质性内容，并获得了坚守与传承。二是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我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

展”的好生活理想，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奋斗方

向。三是苏格拉底等人的德性主义。它主张好

生活（幸福）在于或主要在于拥有德性，不仅对

西方传统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经过近代

被边缘化后，在当代又得到了复兴。四是中世

纪的正统神学（主要代表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
阿奎那）。它把好生活推向了彼岸世界，虽然中

世纪天主教教会黑暗，但真正信奉它的人精神

生活充实，避免了心理疾病问题，更不会导致人

类生存危机。五是功利主义。它与前四种理论

具有根本性区别，只讲利益不讲情感和人格，从

理论上把好生活限定于生理需要的满足。市场

经济的兴盛和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渗透，为功利

主义得到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普遍奉行提供了基

础，功利主义也为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提

供了道义上的论证。

轴心时代以来，好生活理论对好生活现实的

影响巨大，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并

非所有好生活的理论都是正确的，这就告诉我

们，一方面，将人类好生活理论作为好生活的指

导时，需要十分慎重，否则就会造成误导；另一方

面，人类也需要创立更正确的好生活理论，给人

类好生活的构建提供正确指导。

上文四点结论既从正面也从反面表明，人类

的好生活虽然千变万化，但其本义或底色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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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好生活的本色一旦改变，好生活就不是

真正的好生活，而把不是好生活的生活当作好生

活加以追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基本共同体，抑或

对整个人类，都会产生或轻或重的消极后果。以

上基本结论显示了好生活四个方面的本义或底色：

其一，人类首先得满足生理需要才能谈得

上好生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

需要层次越低，力量越大，潜力越大，随着需要

层次的上升，需要的力量相应减弱。因此，高级

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其二，生

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不能滞留下来，需要开发和

满足情感及自我实现需要。高级需要尽管出现

得比较晚，但却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体现，如大部

分生物需要营养物质、阳光、水分，但只有人类

才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追求高层次需要，一方

面可以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可以

使生理需要的满足更有保障。因此，人不能只

满足于生理需要，而要追求情感和人格完善需

要的满足。其三，在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在好

生活方面必须平等，这样好生活才能持久。在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诞生时期，社会存在严重

贫富贵贱差别，其结果是穷人过不上好生活，富

人也因为穷人的存在而不安全。其四，在新的

历史背景下，人类必须构建世界共同体，使全人

类普遍过上好生活。不仅同一社会内部不能存

在贫富差距，而且国家间也不能存在严重贫富

差距。在全球化和科技化背景下，解决这个问

题的出路只有构建世界共同体，使全世界人民

都过上好生活。如此，人类才能永久性结束在

好生活上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

三、人类好生活的美好愿景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追求好生

活，但有意识追求好生活的历史不过五千年左

右。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这五千年并不算长，

但为人类普遍过上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为绘制好社会的终极性理想蓝图作了相当充

分的准备。

第一，人类对好生活进行的实践尝试和理

论探索，给好生活规定了内涵并划定了边界。

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就开始了对好社会的自觉

实践尝试，试图构建的好生活既在于占有土地、

水源、牲畜等资源，又包括亲族的和睦、个人的

德性、天下的共享。中国尧舜时代重视家庭“五

品”“五典”教育，选贤任能。希腊荷马时代，社

会普遍推崇、歌颂英雄的德性和大无畏精神，都

赋予了好生活的原初含义。好生活是好的物质

生活，更是好的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则是人

之为人的本质内涵和根本标志，是好生活的实

质内涵。好生活的这种原初含义在传统社会得

到了传承和弘扬，传统社会发生了阶级分化，相

当一部分人因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好生

活得不到保障。但是，好生活仍然被看作除了

优越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应包括丰富的精神生

活。因长期生理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人类终

于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即发展市场经

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

的贫困问题，这是在好生活实践上迈出的决定

性一步。然而，长期对于贫困的恐惧积淀，使人

类偏执于或沉溺于生理需要的满足，放弃或忘

却了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导致人类陷入新的

生存困境。这就从反面告诉人类，好生活不能

只是物质层面的，还必须重视其精神层面。尤

其是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条件下，要从

重物质层面的好生活转向精神层面的好生活。

第二，人类五千年文明进步、几百年来的现代

化为全人类生理需要满足，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基础

和能力准备。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生产工具息息相

关，五千年来人类的生产工具发生快速变化。新石

器晚期，人类在使用石器、陶器的同时出现了青铜

器。青铜时代之后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从铁器

时代进入机器时代经历了 3000多年，但第一次工

业革命后，人类迅速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人

类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急剧

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现代的两百多年

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第一次

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

使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并在信息革命、资讯革

命中达到顶峰；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生

物科技与产业为标志的革命。工业革命的发展日

益与科技革命密切结合，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的时间大大缩短。人类生产的机器化、自动化、智

能化、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为人类提供了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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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满足生理需要以及其他需要的资源。

第三，当代人类的生存危机迫切要求人类

将对好生活的追求，从重生理需要的满足转向

重视人格完善需要的满足。当代人类生存危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已经显现。1945年 7
月 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

成功爆炸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同年美

国又将两颗原子弹投向了日本，几十万日本人

丧生，核武器的阴云笼罩了整个人类。今天核

武器仍然是具有大规模毁伤破坏效应的武器，

其毁灭性大大加剧，加上缺乏对于人类整体利

益的考虑，环境问题不断加剧。进入 21世纪之

后，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又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克

隆人试验、基因编辑婴儿、超强机器人等，其中

的任何一项成果都有可能使人类走向毁灭。归

根结底，人类生存危机是人类好生活观念发生

严重偏差导致的。当人类把满足生理需要理解

为好生活，并为过上最好的生活而疯狂破坏生

态平衡的时候，就顾不得人类整体的利益了。

然而，生存危机的现实性、严重性迫使人类不得

不重新理解好生活的内涵，重新设计追求好生

活的方案。

现代化、全球化和科技化的到来，标志着人

类对好生活的追求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以这个新起点为界限，以往人类对好生活的追

求可视为人类好生活的史前史，人类真正的好

生活从当代开始。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

我们应该绘制未来人类好生活的理想蓝图，并

努力推进其实施，使之变为普遍好生活现实，这

就是人类对未来好生活的美好愿景。这个理想

蓝图包括以下五大要点，这些要点是人类未来

构建好生活的总体要求。

其一，人类的好生活是全人类所有个体（个

人）的好生活。人类好生活的终极主体是个人，

但不是部分人，而是全人类。历史事实证明，一

个国家只有所有人都过上好生活，社会才会和

谐稳定。只有所有基本共同体都过上好生活，

世界才会和平。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或者一部

分国家的人过上好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另一些

国家的人却过着苦难生活，那前者的好生活也

难以持久。从当代世界的现实看，国家之间好

生活的差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是世界

不安宁的直接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类

必须加快构建世界共同体，以使全人类生活在

同一基本共同体内。当人类共享一个基本共同

体时，全人类所有个体普遍过上好生活的问题

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其二，人类所有个体都享有满足生存发展

需要的充足资源。全人类所有个体都过上好生

活的基本要求在于他们都享有过上好生活的充

足资源。从当今世界来看，一方面只有一小部

分人缺乏好生活的充足资源，另一方面人类已

经具有为他们提供充足资源的能力。从前文的

分析可见，假如世界成为基本共同体，各国就无

需国防开支，每个国家用于国防开支的经费就

可以解决贫困人口生理需要的满足。这就是

说，解决今天世界所有人基本生存需要，完全可

以不影响已经过上富人生活的那些人。今天的

许多贫困是战争导致的，当世界成为基本共同

体时，战争也会随之消亡。从前生活在战乱之

中的人可以创造大量资源，也有可能为贫困人

口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贡献。此外，世界共同

体还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限制个体对资源的过度

占有，通过二次分配帮助贫困人口。人类所有

个体都享有好生活所需的充足资源，是未来人

类好生活的基本要求，中国目前的共同富裕之

路可以为这种要求提供经验。

其三，人类所有个体都充分开发高层次需

要，着眼于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来满足低层次需

要。人类好生活史告诉我们，人们在现实生活

中容易受限于生理需要的满足，把底线层次的

好生活当作好生活的全部，导致情感和人格完

善需要得不到开发和满足。事实表明，人的生

理需要不用开发就会自然产生，而需要开发的

是情感和人格完善的需要。因此，社会要通过

教育和宣传引导人们开发情感和人格完善需

要，并采取措施鼓励人们重视这两方面高层次

需要的满足。当人们意识到高层次需要的满足

才是真正好生活时，就不会局限于生理层面的

满足。生理需要的满足会成为情感需要满足的

手段，而情感需要满足则会成为人格完善需要

的手段，人根本的整体需要就能够得到全面满

足。人类所有个体都追求人格完善需要的满

足，人类社会的好生活就能够得到普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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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有能力创造全人类所需资源的人把

劳动创造作为自我实现的主要方式。随着自然

日益人化，自然界能够直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

享受需要的资源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人类满足

需要的绝大多数资源只能由人类的劳动创造。

从现实情况看，能够从事劳动创造的人只是人

类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即正常的成年人。未

成年人、退休后的老年人、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

重相当大。有劳动能力的人肩负着创造全人类

所需资源的责任，这是不可改变的铁律。但是，

可以改变的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自古至今，有

劳动能力的人大多都把劳动创造当作谋生的手

段，而在新的时代，他们的态度会发生根本改

变，会将劳动创造与自我实现有机统一起来，不

再把劳动创造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自我

实现、人格完善的机会和途径。他们不再把劳

动创造作为负担，而是作为发展层次上的享受

需要的满足。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劳动

作为乐生要素。他们不会因为要付出感到悲

哀，而会因为自己在职业上有机会充分实现自

我感到庆幸、光荣和自豪。

其五，人们在好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上存在

适度的差异。既然全人类满足需要的资源都要

靠有能力的人劳动创造，那么对于他们的劳动，

社会要给予相应的回报。参与劳动创造的人还

存在能力大小和产出多少的差异，为了调动参

与劳动创造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应有相

应的激励机制。如果全社会存在干与不干一个

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吃

大锅饭”的结果会导致人们劳动创造动力不

足。社会给予劳动创造者的回报和激励不能只

是精神上的，还必须是资源上的。社会要给予

那些从事劳动创造的人、作出贡献更大的人更

多资源上的待遇，让他们好生活的水平和质量

更高，并使他们因而更受到社会的尊重。当然，

他们好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与其他人的差异只是

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全社会不应存在两极

分化问题，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好生活，只不过优

秀的劳动者的好生活具有更高的水准，能够成

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注释

①参见李慎明：《“互联网+”正在加剧全球贫富两极分

化》，《红旗文稿》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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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ity, True Qualities and Beautiful Vision of a Better Life

Jiang Chang and Wang Jiaxuan

Abstract: Human nature is to strive for better survival. This nature determin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ursuing a
good life as soon as human beings are born. This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periods: clan tribe, early traditional
society, axis era, lat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 and modern society. Historical facts show that the
progress of human better life is mainly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physiological needs. High-level need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are reliable guarantee of low-level good life.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es human
beings generally stay in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physiological needs. From the history of human better life, we can find
that its original meaning has four main aspects: human beings must first meet their physiological needs in order to live
a better life; after the physiological needs are met, we also need to develop emotional needs and self-realization needs;
a better life in which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is equal can last forever; only b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n human being live a better life. The 5000 year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mankind to live a better life. Standing at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the era of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should draw an ideal blueprint for a better life for mankind, and strive to
promote its implementation to make better life a univers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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