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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中国历史，以为从某个角度上看，人类几千年的

社会发展经历了两个最为重要的转变，一是从蒙昧时期的原始

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这个转变是从大禹创立夏王朝开始的，

夏朝有了阶级，有了国家，有了私有财产，所以中国进入了文

明时期。二是从 “朕即国家”的帝制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个转

变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社会有了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和

制度，家天下转变为公天下，帝王终身制转变为民主选举国家

和社会的领导人。自此以后，经济迅速发展，文化逐渐繁荣，

政治更加文明，社会不断进步，这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但是，

历史学家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历史的

文明进程，其实质就是 “善”对 “恶”的不断遏制，也就是不

断追求“善”的过程，以及最终达成 “善”的目的。那些试图

拉历史车轮倒转的人或集团，是以 “恶欲”为其追逐权力与金

钱的动力，危害国家与百姓，必然落得覆没的悲惨下场。

我们研究人类善的历史，研究人类善的文化和善的行为，

深深感受到善是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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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调雨顺的时期，社会的发展一定比政乱兵燹、灾害频仍的时

期要快得多。历史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假如政乱兵燹、阶级斗

争和灾荒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维护社会

的稳定和安宁，因为长治久安会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样的

结论岂不是荒谬至极。

在历史上，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例如

在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圈地运动，农民失去家园和土地而破产，

沦落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人，成为新兴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

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新生产方式的人们，社会并没有无情地抛弃

他们，而是采用慈善的方式，予以救助和帮扶，维持其基本生

活所需。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善良的人、进步势力以及宗教机

构做了大量的慈善活动，他们救助了各个时代许多需要救助的

人们，这就是慈善的宗旨和力量，与经济发展中力求获取利益

最大化的趋势相互补，避免了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

身体残障或能力不足的人们陷入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或惨死沟

壑的惨境。

动物界有一个共同的天性，那就是杜绝同类之间的相残或

相食，而且当同类发生危险特别是生命危机的时候，即使是陌

路者也会伸出援手，甚至会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挽救同类。这也

是人类的天赋。这就是为什么当敌对的两个国家发生严重冲突

甚至发生战争的时候，如果其中一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双方就会立即停止战争，并给予对方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因。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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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类的本善或原善。即使有些人受到了邪恶欲念的污染，

只要良知没有完全泯灭，他就一定会参与到救助鳏、寡、孤、

独、残疾者和突发自然灾害遭遇者的行动之中。因此，在任何

时期、任何国度，慈善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尤其在战争和

灾难发生的时候，慈善救助更是呈现为井喷式爆发，给伤员和

难民以极大的救助。研究人类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文化，我们了

解到历史上多种多样的慈善活动和慈善机构，认识了或知名或

无名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慈善家。他们的善举是人类良知的标志

性体现，他们是一个社会的脊梁。

这部《善的社会》的小书，是我们在 2014 年学习、思考和

探讨慈善文化与慈善事业的心得体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采

访了不少慈善机构和慈善界同仁，阅读了数十部有关慈善的专

著，举办或参加了十多次慈善公益的研讨会，也在莲湖、未央、

咸阳、蓝田、安康、商洛等地和某些企业、事业单位举办过有

关慈善的专题讲座。于是，我们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形成了这部著作。

我们学习和研究慈善和慈善文化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随

着思考和探讨的不断深入，我们所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宽阔。我

们认识到，慈善不仅是给需要救助的人提供财物和其他帮助，

不仅是提供多种社会服务，也不仅是救助穷人、残障人士和遭

遇自然灾害的人，这些在慈善事业中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但是，

我们也以为，现代慈善还承担了化解社会矛盾，抚慰社会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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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心灵，维护生态平衡和避免环境污染，引领社会向善的责任。

也就是说，慈善本身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我们研究的范围也就

相应不断扩大。

当前，全球的慈善事业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

社会的慈善事业已经恢复了 20 多年的时间，慈善事业进入新的

时代。日新月异的慈善事业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这也需要我们利用更多的时间，花费更多的精力，对新的慈善

问题进行思考，并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是我

们从事慈善研究的目的。我们将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陈国庆

2014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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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善德

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莲湖区慈善协会，和在街道办事处以及

社区慈善工作站工作的同志们一起，探讨几个有关幸福与慈善的

话题。我本人是一个在大学里工作了 32 年的教书匠，对于中国

文化和慈善文化有一些了解和自己的粗浅认识。刚才，田主席和

理事长给我简单介绍了莲湖区慈善协会和残疾人联合会，包括街

道慈善工作站的一些基本情况，我很受感动。所以，请允许我在

这里代表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向田主席和理事长以及在座

的各位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是陕西省慈善协会和西北大学联

合创办的，成立时间是 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今不过三年时间。

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做有关慈善和慈善文

化的研究，获得了一点心得体会。尤其是我们在此期间，先后走

访了榆林、铜川、宝鸡、咸阳、商洛、渭南等地级市慈善协会，以及

韩城等县级慈善协会，走访了陕南、关中和陕北部分地区的乡村，

我们和这几家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初步

了解到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们的艰辛。原宝鸡市政协主席，也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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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卸任宝鸡市慈善协会会长的朱宗柱老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但

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年老。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做善事，一心在

为困难人群服务，为那些生活还比较困难的人家做点实在的事

情，心里感到非常愉快，所以心态很年轻。事实上，我所接触的

慈善协会的老领导，大多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类似的心态。我认

为，只有积极向上的人，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够做慈善。如果

一个人自私自利，甚至是损人利己，或者在做慈善的同时意欲谋

取私利，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做慈善的。他们的观念与慈善是格格

不入的。

我曾经和西安市慈善协会副会长魏季棉先生进行过一次较

为深入的交谈，我了解到他曾经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当他转业的

时候，可以有其他一些很好的去处，比如到企业去担任顾问，既可

以挣钱，又很轻松。但是，他为了自己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为了

能从另外一个视角观察社会，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帮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他选择了到慈善协会工作。他说在这个机构里工

作，他的心情很愉快，这种愉悦的意义超出了获取金钱层面的满

足。我与魏会长在一起探讨慈善问题的时候，可谓意气相投，一

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我仍然感到意犹未尽。这也表明慈善可以

给人带来很大的享受，也是慈善人获取幸福的重要来源。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从事慈善和慈善文化研究工作，首先做

的就是调查研究。我们在去各地级市做调查研究的时候，花费了

很多的时间，目的是要把各地慈善工作的基本情况了解清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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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田主席对我讲，在座各位都是基层最接地气的人，各位最了解

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最了解哪家哪户需要资助和帮扶。我刚才

说，要向工作在第一线的慈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因

为你们其实是最可爱的人。

从刚才田主席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我断定莲湖区的慈善工作

肯定做得有声有色，由于今天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我不可能做

很全面的了解，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访

谈，把莲湖区做慈善工作的经验向全省，甚至向全国推广出去。

我们做慈善研究，做慈善文化研究，就是要把大家成功的经验加

以整理和归纳，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出去。

我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现在我在自己工作中把慈

善和慈善文化方面的研究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我接触过很

多跟自己一样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如我们想象

的那样富裕，我们从事慈善文化研究，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

里，做那些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内心也很愉快。虽

然说，我已渐渐地步入老境，但我的内心里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

冲动，即多做一些慈善和慈善文化研究的工作，多为那些困难民

众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不会懈怠。

据我了解，莲湖区慈善协会和区残联一起举办莲湖区慈善道

德大讲堂，在我们省内当为首例，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陕西省慈善协会和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也正在筹备举办“陕

西慈善文化大讲堂”，目前还没有开讲。莲湖区的慈善道德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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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今天已经是第五讲了，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在此，我也向主席

和理事长表达我的敬佩之情。我希望各市县能够向莲湖区慈善

协会和残疾人联合会那样，认真而细致地做好慈善文化宣传工

作，这是慈善事业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慈善宣传工作，慈善就势

必停留在传统慈善的状态下。

我本次讲座的题目是:幸福与善德。这个题目也涉及我们做

慈善的目的是什么，包括田主席、魏会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慈善同

仁，也包括我们所服务的对象———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我们做

慈善的目的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我们全体人员对幸福的追求。

要获得幸福，那就首先要有一颗善良之心。从伦理学上讲，就是

要追求幸福主义。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非常赞同幸福主义的

观点，赞同人类的趋乐避苦观点，躲避灾难，躲避瘟疫，躲避那些

危害人类的祸患。

我一生所学的专业是中国历史文化，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自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

是什么呢? 我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善。在西方有一种说法

是“人对人是狼”，强调人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因为西方的市场经

济就是竞争经济。在中国，我们认为人是有“恻隐之心”的，孟子

说人有四个善端，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恻隐之心。何谓恻隐之心?

即所谓“孺子将入于井”那一段话所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之

人都会伸手救助，这就叫作“恻隐之心”。这是孟子的观点。我说

中国文化就是善的文化，是说我们的文化是教人向善的，甚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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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化色彩。

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

的始祖炎黄二帝的陵寝都在陕西。轩辕黄帝的陵寝在黄陵县黄

帝陵，而炎帝的陵寝在宝鸡，宝鸡南面有一座山叫作常羊山，炎帝

的陵寝就在那里。我本人每次去宝鸡都要拜谒一下中华民族的

祖先，我也参加过清明节祭祀黄帝和炎帝的大典。在我看来，神

农氏炎帝是中华民族的慈善始祖。对此，我还想做进一步的论

证。在上古时期，我们先祖的生产主要是狩猎、打鱼和采摘果实，

吃的这些食物往往腥臭腐烂，人们常常生病，寿命较短。炎帝遍

尝百草，寻找药材以给人治病，使人们所患疾病得以痊愈，身体恢

复健康，延年益寿。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最

大的慈善家。炎帝与观世音菩萨相比，要早三千多年，是中华民

族本土的慈善家。

以上所讲，是要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以善为基本特征的

文化。接下来，我们共同探讨一下今天的主题———幸福与善德。

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关于公众幸福指数的民间调查，

记者拿着话筒随机采访过路的群众: “你幸福吗?”很多人对此都

不以为然，有人回答说“我不姓付，我姓张”，这也曾经在网络上一

度被关注。这种“跑题”的回答实际上表现了民众在有意回避这

种问题。“幸福”的概念，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平民百姓到达

官贵人都想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究其内涵，什么是幸福?

我本人从成年至今，数十年来也在思考幸福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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