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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successo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and future builders, 
how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values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good future 
society. Through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literacy is partly lacking. Mozi thought of "universal love", "your righteousness", "attaching 
importance," the attack ", "section" essence content fully with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values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love everyone "and" peace ", "the 
pursuit of justice" feelings, cultivate their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scientific consumption 
behavior, finally to improve their overall values of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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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未来的建设者，如何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关乎着

大学生好未来社会的发展。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素养存在部分缺失现象。

墨子思想中的“兼爱”、“贵义”、“尚贤”、“非攻”、“节用”精华内容充分和大学生

的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培养大学生“兼爱天下”、“维护和平”、“追求正义”

的情怀，培养他们“节约资源”、“科学消费”的行为习惯，最终总体上提高他们的价值观

素养。 

1. 引言 

中华文化经过 5000 年的风雨积淀，其精华部分在人类文明史中熠熠生辉，对于重建中国

人的“文化自信”，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2017 年年初，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文简

称《意见》），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治保障。 
《意见》指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

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怎样传承和创新发展呢？《意见》也给出原则性建

议：“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结合枣庄学院位于墨子故里的实际，“兼爱、尚贤、博

物、戴行”的墨家精神更是枣庄学院的“校训”；本人利用假期开展了一项“大学生对墨子思想

和传统文化认知”的网络调查，有枣庄学院和江苏师范大学两校共计 1328 名学生参与了这次

调查。现在，结合本文的主题把调查结果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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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墨子思想精华及其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的意义概述 

1、“兼爱”天下的情怀。墨子解释“兼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

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

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

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因此，墨子的“兼爱”是不分等级和贵贱的“博爱”；不是儒家提倡

的“亲亲尊尊”的“爱有差等”的“仁爱”。这对于今天的 95 后大学生来说，非常有现实价值。95
后大学生属于中国“少子化”的第二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中“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强烈，缺乏关

爱“他人”的友善精神。这个情况，在调查中也被再次印证了。被调查学生在回答“请对照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审查一下当代的大学生

（或者自己身边的大学生），他们最缺乏的价值素养是什么？”的时候， 44.5%的学生选择了

D 选项——即都很“自我”，不考虑“他人感受”，缺少宽厚待人的“友善”态度。 

 

图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大学生最缺乏的价值素养统计表 

因此，当代的 95 后大学生非常需要进行“兼爱”教育。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墨子

兼爱思想的价值时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社会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

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

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⑶ 
2、“交相利”的义利统一观念。墨子在解决“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也同儒家鲜明地区别

开来。儒家重视“义”，轻视“利”，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孟子也说：“生
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甚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这就把“义”和“利”截然对立起来了。可是，墨子指出“万事莫贵于义”中的“义”是
指“天下之利”；墨子将“义”和“利”统一起来，这是比儒家进步的地方。墨子强调要“兴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这种“兼爱天下”的“大情怀”、“大格局”是受人敬仰的。著名的墨学研究专

家张知寒教授曾经这样评价：“他（墨子）的思想在最大程度上和今天的共产主义精神相悬契。”
这种“义利之辨”和“逐利”而不“害义”的行动指南正是当代大学生所需要的。 

3、“尚贤”的政治追求。“尚贤”就是选用人才的时候尚贤，不论血缘与背境一律提拔有才

能的人担任官职,并且给予相应的报酬。墨子强调“尚贤为政之本也”与孔子提出的“政在选贤”
观点和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墨子列举了晋文公重耳用贤才把晋国治理得很富强，自己则成为

一代盟主。齐桓公重用管仲等贤才，使齐国日益强盛，他则成为春秋霸主。 
墨子还论述了不任用贤才、却使用“不肖者”的严重后果——“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背

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

守不固，出诛不强”，甚至导致“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的境地。虽然墨子的“尚贤”思想

依然是统治阶级的“选贤任能”，并不是下层人民的民主选举，但是，“尚贤”今天依然具有积

极的借鉴价值，可以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调查发现，大学生在回答“对
当代大学生进行价值观审查，你发现身边的大学生‘最突出’的价值优势是什么？最突出的‘价
值问题’是什么？”的时候，缺乏“合作、诚信、自立和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大学生普遍关注的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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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生最突出的价值优势统计表 

4、“非攻”的天下和平主张。在“兼爱”天下的思想基础上，墨子反对一切非正义的侵略和

掠夺战争，批评了发动侵略战争者的“贪婪”和“凶残”，墨子不遗余力地制止“非正义”的战争，

典型表现就是“止楚伐宋”的坚毅不拨、智慧机敏和死不旋踵。墨子并非反对“正义战争”，认

为武王伐纣属于“诛”，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应该支持。墨子还论述了“非攻”的实现方式——
即积极的防御战争的措施。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防御，才能有效地制止“侵略的战争”，维护

人间“正义”。墨子的这一军事思想非常宝贵，今天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

代大学生来说，全面认识“非攻”的含义和价值，才能更好地发奋成才、爱家爱国爱天下。 
5、“节用”的资源使用原则。墨子在批评儒家厚葬久丧之害的基础上提出“厚养薄葬”，的

“节葬”主张；而“节用”则是指天子节约民力，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墨子强本节用的主张和

生活态度历来被有识之士赞赏和称道。曹操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司马谈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费也。”毛泽东说：“墨
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虽然墨子的“节用”主张是对当时的

统治者的要求，但是，今天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对

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来说，“节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紧迫的，下文在分析当代大

学生价值观的突出问题——被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所俘虏，盲目高消费的时候还要论述。 
墨子的思想非常丰富，是个渊博的系统，其精华部分也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几条，诸如

墨子的教育思想和诚信观念、科学精神和“非命”主张等等。但是，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仅

叙述了几条当下大学生迫切需要的价值素养。 

3.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及价值观教育中存在问题 

当代的 95 后大学生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最多的一代，也是深受“功利主义”教育“唯分数

论”毒害深重的一代，在高考指挥棒影响下，家长和学校片面追求分数而忽视对孩子的人格培

养和品德塑造，培养了一大批的“有智商没智慧，有情商没情怀”的“空心人”，或者叫“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通过阅读学者的文献和问卷调查，我发现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点： 
    第一，自我为中心，合作精神缺乏。这种缺陷不仅表现在大学生日常的宿舍人际关系紧

张，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等各个方面，尤其，在用人单位的招聘反馈中也表现出来。有的企

业招聘经理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应届毕业生，太得瑟了，而在社会上摔打一年，知道自己

几斤几两的毕业生才会懂得谦虚、礼让和合作。”对于大学生“自我中心”的现状，可以参考上

文图 1 的数据。 
    第二，重物质享受，轻精神追求。95 后的大学生没有“短缺经济”的记忆，更是家中“几代

人的宠儿”，真是“举家之资皆在其身”——好衣穿在身，好饭吃在口；即使是家庭困难的大学

生也是“网购不手软”的；最近几年的“校园贷”、“裸贷”等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再次印证了当

前大学生对“物质消费”的过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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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格不成熟，自私而缺乏担当。95 后大学生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心理脆弱，抗

压能力较差；突出表现在处理和舍友的矛盾、恋爱失败、考试失败、面试失败等方面。他们

遇见困难，喜欢绕道走，而不是直面困难、解决问题；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常常要打折扣、

甚至讨价还价。可以不客气地说，很多同学“自爱”尚且不懂，更不要说“兼爱”天下了。 
第四，对传统文化有好奇心，但是缺乏正确的认知和深沉的热爱。大学生社团活动丰富

多彩，很多同学对校园书法、绘画、相声、歌舞、趣味运动等很感兴趣，积极参加；但是，

对于民族文化的精华认识不清，出现“搞怪历史人物”、“以偏为美”的“非主流”等不良倾向，

追逐浅显的搞笑娱乐，缺乏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准确认知和深刻追求。我们调查发现，能够正

确理解墨子“贵义”思想的学生只有 45.78%，还不到一半；能够正确理解墨学和儒学关系的学

生也只有四成。而被调查学生在回答“下列对墨家‘尚贤’思想理解正确的是？”这个问题的时

候，竟有 40.29%的学生认为墨家的“尚贤”是一种修身办法，而不是治国之本。 
 

 
图 3  对墨家“尚贤”思想的理解统计表 

上述这些情况是和我们学校培养“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二）当前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是高校思政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方面，

是党和国家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和平演变”思潮争夺“青年”的政治斗争；是高校思政

育人的重要实践；是辅导员管理育人的重要工作。“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过程是主观因素

和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外部制约和内部转化的辩证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

知、情、信、意、行五要素是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是“适应超

越律”，即“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既要适应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基础和发展要求，又要超越

受教育者的原有基础，体现社会思想政治品德要求的规律。” 
    就当前高校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实践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重形式、轻实效。比如，在五四、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搞一些宣传活动，拉个

条幅，搞个签名、拍张照片、发个新闻就完事了，至于取得多大的教育效果，似乎没有人真

正关心。而对于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的民族节日，只是简单地放假，没有相关的宣传教

育内容和扎实有效的实践活动配套。 
第二，重理论，轻实践。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主要依托高校“两课”的灌输教育，缺

少实践教育基地；而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辅导员”，平时事务性工作繁杂，

对大学生的主题班会教育和谈心谈话教育主要集中在解决问题上，可以说是扮演着思想政治

教育“消防员”的角色，随时准备“灭火”，还不能形成有效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重主观，轻客观。当前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是包含在高校思政教育之中的，基本

上是根据上级文件和通知进行教育和活动，是“自上而下”的灌输，缺少“自下而上”的实践，

常常会脱离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第四，重问题，轻机制。高校的“两课”、“学工”、“团委”等职能部门还没有形成联合育

人的思政教育机制，因此，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活动重复雷同”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思政

教育过程中，重视解决问题的意识是好的，但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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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缺乏科学性和权威性，忽视了从机制上、源头上解决问题。因此，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教

育比较被动。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来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要积极吸

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弃之不用。 

4. 墨子思想精华在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 

1、在内容方面：结合大学生实际特点和发展需要，“缺什么、补什么”。就墨子思想来说，

主要是：第一，用“兼爱”天下的“博爱”意识教育和引导大学生，走出“小我”的局限，正确处

理“小我”和“大我”、个人和集体、家庭和社会、单位和国家的正确关系；树立大学生不独我、

亦非无我的观念，解决大学生的情怀太低，心中的“格局”太小的问题。第二，用墨子“交相利”
的“义利统一”思想，引导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逐利，增强他们解决“义”、
“利”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能力。第三，用墨子“非攻”和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崛起”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墨子的“非攻”不是

“投降主义”；而是基于实力的积极防御和“天下情怀”；教育学生学习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的

正确表达；引导学生理解民族自豪感不是“大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更不是“民族虚无

主义”。第四，用墨子“尚贤”的政治理想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在大学生社团、班级管理和

社会生活中追求“贤人政治”；帮助学生理解现代的“民主追求”和“贤人政治”并不矛盾；今天

的“贤人政治”不是倒退到“人治时代”的滥觞，而是在民主政治时代的“选贤任能”、是抛弃“裙
带关系”和“拉帮结派”的民主政治理想的实现。第五，用墨子的“节用”思想引导大学生正确消

费；今天讲“节用”不是“忆苦思甜”、“苦行僧”的形式主义，不是“裹足不前”、“削足适履”的悲

观主义，而是实现新时代、新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资源的统一的必然要求，是“人类

中心主义”和自然矛盾的最终解决原则。 
2、在形式方面：将墨子思想精华应用在当前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要注意采用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策略，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进行。我们调查发现，超过一

半的大学生支持“选修课为主，讲座和社团活动熏陶为辅助”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图 4  传统文化教育形式统计表 

此外，应该借助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传播墨子的思想精华。 

5. 结语 

《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

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张岱年先生说：“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应该研究孔子，应该研究老

子，也应该研究墨子。我觉得墨子的思想比孔子看来更符合现代的精神，今天弘扬墨学更为

重要。我认为应该发扬墨子的救世精神和科学精神。”二十多年来，国内墨子思想研究成果丰

硕，书籍、杂志、网站、影视等多种形式再现和传播墨子思想的精髓；以墨子故里滕州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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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举办多次墨子研究研讨会，在国内外形成广泛影响和共识。但是，墨子思想精华如何走

进课堂？如何融入人们生活？这类的应用型研究还有待加强。综上所述，墨子思想精华在当

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推动墨子思想精华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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