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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劳动幸福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黄秋生,龙　 冠1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圣西门在实业制度理论中阐述了他的劳动幸福思想,揭示了特权阶级和实业阶级的矛盾,批判了封建主义社

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不合理性。 他始终将劳动者的幸福作为其创建实业社会的宗旨和目的,体现了圣西门对劳动人

民的关怀。 圣西门劳动幸福思想建立在实业制度理论基础上,主要包括劳动创造幸福、旧制度下劳动不幸福及实业制度是通

往劳动幸福之路三个部分。 圣西门创造性地将劳动和幸福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我国培育正确的劳动观念、推
动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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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是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

主义者之一,他的实业制度理论对马克思的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圣西门的理论蕴含丰

富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知识,被恩格斯赞誉为

最博学的人。 目前,学界对圣西门的研究主要涉及

实业制度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 圣西门

的实业制度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劳动幸福思想,他
看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幸

福的现象,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探讨了

如何在实业社会中实现劳动幸福。 圣西门劳动幸福

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启迪着我们更好地发展

社会、实现幸福。

一　 劳动创造幸福

自古希腊以来,劳动概念常在哲学讨论中被提

起。 在此基础之上,圣西门发现了劳动在人们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双重影响,关系着人的自我

实现和满足,而这正是幸福的内涵。 因此,他创造性

地将劳动和幸福结合起来,提出劳动创造幸福的

观点。
(一)对“劳动”的重视

在古希腊时期,劳动被认为是一种低下的活动。

例如,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和创

制三种类型。 其中,理论是纯思辨的、最高级的活

动,实践是以行动为目的的、道德的活动,而创制是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生产和技艺活动,是
一种受物质条件束缚的、不自由的、最低级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
动相关的问题逐渐走进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他们

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劳动的价值问题。 其中,
亚当·斯密首次提出任何生产部门都是国民财富的

源泉,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的提高。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劳动的概念上升到哲学的高

度。 黑格尔将劳动与异化的概念紧密相连,他认为

人类只有通过劳动的对象化才能认识自我,把劳动

看作自我本质的确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

生产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劳

动的重要性,并在各个领域对劳动的问题进行深入

地探讨。
劳动的重要性引起了圣西门的关注,在其实业

制度理论中,劳动概念占据着核心地位。 他提出,
“必须赋予劳动的观念以它可能有的最广泛的含

义” [1]110。 社会上所有关于科学、美术、工农业相关



的活动都是劳动。 劳动虽然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体力

劳动和脑力劳动,但是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所有的劳

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为社会发展作

出重要的贡献。 他认为劳动不是卑微的、低级的活

动,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2]260。
另外,圣西门认为,“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 [1]110。
劳动是人们美德的前提,是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任
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劳动权,因此,圣西门非常反

对食利者、游手好闲者。 总之,圣西门认为劳动是人

类种族得以生存、繁衍和持续发展的基本活动,推动

着社会实业进步和人类理性的发展。
(二)对“幸福”的理解

圣西门综合了理性主义幸福观和感性主义幸福

观各自的合理要素,形成了其独特的幸福观。 其中,
理性主义强调人类的理性能力,认为物质享受并不

是真正的幸福,相反理性的沉思才是最大的幸福。
苏格拉底的幸福观对圣西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

提出“美德即知识”,将知识、美德和幸福紧密相连,
认为人类没有知识就没有德行,人们无法获得幸福

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没有掌

握幸福相关的知识。 而感性主义则强调人性中自然

的一面,贬低理性的一面,认为人的幸福主要来源于

感性生活,追求感觉和感官上的快乐和幸福。 德谟

克利特是最早的伦理自然主义者,他以“原子论”为
理论基础构筑了他的幸福观。 他认为原子是万物的

始基,即使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 人

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体,幸福的实现不仅是理性的

追求,还是肉体和精神快乐的统一。 圣西门吸收了

这两者中合理的因素,从感性、物质以及理性、精神

两个方面理解幸福,他明确指出,“人们只有在满足

自己的身心需要之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 [2]246。 满

足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是幸福的基础。 他认

为人们的幸福要在实业制度中才能实现:一方面,实
业阶级要在物质上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满足人们

吃、住、穿等物质需求;另一方面,科学家和艺术家要

在精神上改进人类的智力活动,促使人们掌握自然

现象和规律,使人具有欣赏艺术和美的能力。 综上,
圣西门结合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幸福观,认为人

类在满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后才获得幸福,物
质幸福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基础,精神幸福的满足才

是最美满的幸福。
(三)劳动和幸福的关系

基于对劳动的重视和对幸福的独特理解,圣西

门创造性地将劳动和幸福结合起来———劳动是幸福

的基础,劳动创造幸福。 他认为:“最重要的劳动的

目的, 应 当 是 改 进 我 们 的 精 神 福 利 和 物 质 福

利。” [3]292 一方面,劳动生产财富。 圣西门极其推崇

亚当·斯密关于“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只能是生

产”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实业是一切财富的源

泉” [3]92。 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安宁和人民幸福的实

现取决于劳动者能否自由地劳动。 劳动生产创造物

质财富,满足人们吃、穿、住等方面物质生活的需要。
另一方面,劳动促进理性和知识的发展。 圣西门认

为理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理性的发展依赖

于劳动。 他认为,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伟大发

现和成就,“向来都是劳动的成果,劳动培育人类的

理性去思考或寻找这些发现” [3]268。 科学的进步提

高劳动生产效率,艺术可以提高人们鉴赏美的能力,
理论研究可以发现新知识,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的

脑力劳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 如前所述,劳动创造

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了人们“身”“心”两个

方面的需要。 劳动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前提和基础,
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人们创造幸福。 因此,圣西门才

会感叹道:“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是多么壮丽的

事业! 这是多么宏伟的目标!” [2]3 为人们的幸福而

劳动,是劳动的价值目标。
综上,圣西门虽然认识到了劳动在人类生存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他对劳动的认识仅停留于满

足人的需要这种表象,还未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认

识劳动。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人本身,人类在劳动

中确证自己的类本质。 在劳动创造人的意义上,劳
动是人类最高层次的幸福。 马克思提出:“我的劳

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4] 人类

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将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验

到自由创造的幸福。 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劳动幸福

思想,才可以理解劳动和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旧制度下劳动不幸福

圣西门认为,在旧制度中特权阶级的幸福是建

立在劳动者的不幸之上,劳动不可能创造幸福,因为

人类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从事实业活动中,而是浪

费在统治和抵制统治中。 因此,圣西门对中世纪宗

教、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一)对中世纪宗教劳动的指责

欧洲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之间互相博弈,教权一

度超越王权,成为最高统治者。 圣西门认为:“在十

五世纪,国民教育几乎完全是神学教育。” [2]43 神学

教育垄断了法国的文化教育,宗教思想占据国内核

55第 6 期 黄秋生,龙　 冠:圣西门劳动幸福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心地位,教育成为宗教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工具。
宗教不仅贬低劳动者及劳动者的活动,还无偿地占

有劳动产品。 人们在宗教剥削和压迫中艰难的生

存,他们在现世无法获得幸福,只能投入上帝的怀

抱,将自己的幸福寄托于来世。
圣西门认为中世纪劳动不幸主要是因为宗教对

劳动这种活动的贬低及对劳动者的压榨。 首先,宗
教通过教育和传播思想等手段教导人们要将劳动视

为义务的同时,又把劳动贬低为“败坏世俗和腐化

时代的罪魁祸首” [2]182。 宗教的思想观念不断影响

和改造着劳动者的思想,使得那些靠自己劳动致富

的人们不敢显露自己的财富,仿佛自己的劳动成为

一种耻辱。 圣西门揭穿了宗教对劳动者剥削的本

质,指出“宗教在教导人们把劳动视为一种义务的

同时,又把劳动贬低为卑贱的事情和发财致富的手

段” [2]181。 宗教一方面在极力贬低劳动,另一方面又

在尽情享受劳动成果,满足自身荒淫无度的生活方

式。 在这种压抑、矛盾的环境中,劳动人民难以意识

到自身的重要性。 因此,人们不可能在劳动中获得

幸福。 其次,宗教世俗化严重,教会内部极度腐朽,
对劳动者的剥削日益加深。 一方面,教会内部进行

权力斗争,连年发动战争;另一方面,神职人员贪婪

腐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为了满足巨大的生活

花销以及征兵、武器等军事费用,神职人员滥用职

权,千方百计地压榨劳动人民。 比如,教会公开售卖

神职,人们只要支付足够的金钱,就可以谋得神职和

权力;发行“赎罪券”,并让人们相信购买它就可以

获得上帝的原谅;强制征收什一税,猖狂地剥削劳动

人民的血汗钱。 在某种意义上,教会成为敛财的宗

教机构。 圣西门对中世纪宗教体系进行强烈地谴

责,认为他们违背了宗教造福人类的初衷,宗教变成

了压迫人的工具。
(二)对封建专制劳动的批判

在封建社会中,王权、贵族阶级、大地主阶级等

阶级无偿占有实业阶级的劳动成果。 虽然劳动者创

造了社会上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却不能获得自身

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劳动者从事着最光荣、最高尚的

生产活动,但是他们反而处在社会最底层。 社会上

那些受到尊敬的人仅仅是因为拥有贵族血脉,或是

靠一些阴谋诡计、溜须拍马的手段获得社会地位。
而那些拥有真才实学、勤劳能干的、以自己劳动为社

会造福的学者、艺术家以及实业家等有用阶级,却深

受特权阶级的统治和压迫。
圣西门认为封建制度与劳动不幸有着不可分割

的内在联系,封建制度腐败、统治者无能守旧以及阶

级矛盾加剧导致劳动沦为统治者满足私欲的手段。
首先,封建制度腐败,社会组织不够完善,封建社会

在政治方面还处在没有道德的状态。 各地贵族圈地

为主,建立庄园,压榨农奴的劳动力;政府官员贪污

腐败,假公济私,剥削百姓的血汗钱。 其次,统治者

庸碌无能,劳动人民被无能守旧的掌权者统治。 统

治者专注于追求个人享受,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苛捐

杂税,横征暴敛,榨取百姓的劳动成果。 导致社会局

面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更没有幸福可言。 最后,阶
级矛盾日益加剧,劳动者的生存境况日益下降。 圣

西门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有用阶级(实业阶级)和寄

生阶级(特权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两种阶级的利益

是根本冲突的。 随着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日

益加重,二者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也日益加剧。 实业

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并且受到统治阶级的

意志和当时社会制度下道德舆论的影响,只能依附

着特权阶级生存。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和社会背景

下,幸福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幸福”,劳动者是痛苦

的、不幸的。
(三)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抨击

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逐渐成为法国的统

治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占据了社会

的统治地位,资产者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 相较于

封建社会,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更大的苦

难。 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新的压迫制

度,“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2]243 劳动者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看似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但实质上他

们受到更深的压迫和剥削———无产者只能通过出售

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存资料,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

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因此,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也难以获得幸福。
圣西门认为,资产者对劳动者剥削加深、利己主

义思想盛行以及社会无序的状态导致了劳动不幸。
首先,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加深,资产阶级与

劳动人民的阶级矛盾激化。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

中遭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一方面,社会

上的劳动力呈现饱和的状态,工人的工资普遍较低。
一些非熟练工人甚至无法找到工作,生活没有最基

本的保障,吃不饱、穿不暖是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
劳动者勤劳肯干,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社会

地位较低。 工人为了获取生活资料,长期在残酷、肮
脏的环境中工作,劳动过程难以体会到幸福。 与封

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进行更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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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压榨和剥削,他们的物质需求都难以保障,更何谈

要追求精神上的幸福。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中利己

主义侵蚀了人们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单纯

的金钱关系统治。 人们的劳动不是为了他人造福,
而是满足个人的私欲。 圣西门认为,市民阶级从出

生就开始接受利己主义教育,利己主义逐渐统治了

人们的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个人利益角逐的战

场,他们一切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

为了满足私欲。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所扭曲,
人的劳动的目的不再是追求普遍的幸福,而是为了

个人的利益,这种社会制度不可能实现人类普遍的

幸福。 最后,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混

乱的、无序的生产状态。 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剩余价

值而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竞争输赢的后果最终也是

由劳动者来承担。 总之,资产阶级违背了法国大革

命追求共同幸福的初衷,导致劳动者遭受非人的

苦难。
圣西门认为,在旧制度中,无能的食利阶级居于

社会的上层,从事高尚劳动的人民身居贱位,实现劳

动幸福成为一种奢望。 因此,圣西门对旧制度不再

抱任何希望,他将实现劳动幸福的愿景寄托在他的

实业社会当中。

三　 实业制度:通往劳动幸福之路

为了解决旧制度的劳动不幸,圣西门畅想未来

社会的图景。 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唯一目的应该是为

人类造福,而实业制度是最完美、最幸福的社会形

态,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 在实业社会中,实业阶

级掌握世俗权力,为实现劳动幸福提供根本保障;遵
循按才能和贡献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劳动幸福的基

本原则;人人都是劳动者,是通往劳动幸福的理想

样态。
(一)根本保障:实业阶级掌握世俗权力

旧制度的统治者庸碌无能,利用权力剥削和压

榨劳动者,极大地损害了实业阶级的利益。 因此,圣
西门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实业阶级掌握世俗权力,才
能为实现劳动幸福提供根本保障。 他认为,社会的

政治权力机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精神权力;二是世

俗权力。 精神权力负责管理社会的精神福利,世俗

权力则负责调整社会的物质福利。 在实业社会中,
“精神权力由学者掌握,世俗权力由有财产的人掌

握” [2]22。 首先,实业阶级在未来社会中应占有首要

地位,这是因为实业阶级占据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具有明显的人数优势。 其次,实业阶级通过劳动创

造社会财富,并且他们会为了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

的计划。 再次,实业阶级是最关心财产、管理能力最

好的阶级,是整个社会中唯一可以满足人们物质福

利的阶级。 因此,实业家是掌握世俗权力的最佳

选择。
圣西门极力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提倡实业阶级

要通过舆论、宣传等方式掌握世俗权力,最终建立实

业社会。 首先,实业阶级应联合起来建立实业政党。
实业阶级在政治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十分谨慎、保
守的态度,他们将解救的办法寄托于压迫他们的阶

级身上,没有意识到自身优秀的管理能力以及实业

阶级的力量。 圣西门呼吁实业阶级应尽快建立自己

的政党,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并

在实业政党建立后,积极、广泛地传播实业阶级的思

想、实业制度理论,鼓舞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到实业社

会的建设中去。 其次,实业家与王权合作,借助王权

的力量建立实业制度。 圣西门认为实业的力量已经

进入成熟阶段,实业家应积极地劝说王权,只要统治

者颁布建立实业的法令,法国就可以顺利地步入实

业社会阶段。
世俗权力被实业阶级掌控,劳动群众的权利就

得到保障。 劳动者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劳动成果会

被特权阶级无偿占有,他们的活动得到社会的认可,
为劳动幸福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实业家的领导下,
集中社会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劳动生产,满足

人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最终实现社会普遍的

幸福。
(二)基本原则:按才能和贡献分配

在旧制度中,特权阶级依靠地租、资本等手段就

可以不劳而获,而劳动者辛勤劳作却不能获得应有

的报酬。 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导致了劳动的

不幸福。 因此,圣西门特别重视劳动的价值,他主张

在实业社会中应按照每个社会成员的才能和贡献的

分配,以达成劳动幸福。 这种分配方式既否定了以

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按需分配和平均主义等分配

方式,也否定了旧制度中不劳而获的特权主义。
圣西门认为,社会福利的分配和人的出身没有

关系,而应当由每个人的才能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所

决定,换言之,“个人的地位将取决于他们的能力,
个人的报酬将取决于他们的业务” [5]。 实业社会把

按才能和贡献分配作为基本原则,那么对社会没有

贡献、紧紧依附在劳动阶级的寄生阶级将难以生存,
因为他们不能通过出身获取任何特权和福利。 圣西

门十分重视才能,他认为实业社会中实业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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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拥有突出的才能,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为社会

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因此,实业社会应由他们三

方联合共同管理。 总之,实业社会的分配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公平,提高劳动者的地位。 另

外,实业社会根据个人劳动的贡献值确定劳动所得,
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他的劳动成

果,充分凸显了个人的劳动能力,不仅可以极大地提

高劳动积极性,让劳动者在劳动中体现了自己的价

值,提升劳动者的幸福感,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个人劳动付出

与劳动所得的统一。
(三)理想样态:实现人人劳动的社会

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迅速发展,逐
渐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 圣西门发现,资产阶级占

据着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资料,他们仅靠土地的租金、
产业利益就可以积累大量财富。 而劳动者必须通过

劳动维持生计。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社会上逐渐

出现了一些没有土地、没有熟练的技术而失去工作

的人群,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并没有

改善穷人的生活,也没有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
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处于封建社会和

实业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社会最终会发展到实业社

会。 实业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一切人都

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

人” [2]25。 换言之,实业制度是一个人人都劳动的社

会,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里不存在特权阶级,不存

在剥削。 社会的目的和个人的目是相一致,都是为

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劳

动,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劳动。 就业保障是实现人人

劳动的现实前提,因此圣西门提倡政府实施就业保

障政策,为失业者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比如政府

设立就业基金,通过解散军队等方式减少其他开支

筹集设立就业基金的资金。 就业保障的设立,为劳

动者实现劳动幸福提供了基础条件。 建设人人劳动

的社会,是圣西门解决阶级矛盾的一种创新的方式,
特权阶级好逸恶劳、不劳而获,而“从事劳动的人是

最幸福的人……假如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类一定

能够享受到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幸福” [1]110。 社会上

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他人的幸

福尽心尽力地劳动。
综上,虽然圣西门在他的理论大厦中畅想了未

来社会中劳动幸福的景象,但是他的实业社会是空

想的、不切实际的,其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深刻地认识

到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方式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压迫和

剥削的本质属性,因而也就无法找到实现劳动幸福

的根本出路。 在实业社会理论中,他保留了私有制,
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对劳动者活劳动的剥削。 在马克

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
在异化劳动中,人的价值不是被肯定,不是对人的本

质力量的确认,而是被自己创造的异己力量所否定,
因此这种劳动只是满足动物性的肉体需要的满足,
只会带来痛苦。 我们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关于劳动

和幸福辩证关系理论,立足人的实践活动扬弃异化

的劳动,才能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获得真正的劳

动幸福。

四　 圣西门劳动幸福思想的当代启示

圣西门以劳动为逻辑起点,认为劳动创造了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们满足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

要后才能实现幸福。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圣
西门的劳动幸福思想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他创造

性地将劳动和幸福联系起来,提出劳动创造幸福的

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

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享乐主义、利
己主义、功利主义等消极的意识形态不断向我国渗

透和入侵。 这些思想不断诱导人们沉醉于追求身体

上和物质上的享受,致使人们意志消沉、安于现状,
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我国齐心协力推动社会发

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有
些人被这些“糖衣炮弹”所迷惑,陷入那些简单的、
肤浅的、享乐主义当中。 非主流思想对我国推进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定的阻碍,一部分青少

年出现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坚定、思想出现动摇的现

象,不利于我国青少年继承勤劳奋斗的中华优秀传

统美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

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

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6] 劳动生产人类生

存和延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我国已经进入新时

代,面对社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

加强劳动教育,培育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2018 年,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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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 [7]青少年正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时期,他们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青

少年进行劳动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应加强学

生群体的劳动教育,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导学生,培育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 辛勤劳动,就
是要青少年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勤勉奋斗中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诚实劳动,就是要青少年

养成踏实肯干的精神,在诚实劳动中铸造辉煌的人

生;创造性劳动,就是要青少年养成勇于创新的精

神,在创新改革中推动社会快速发展。 积极培育青

少年的劳动观,摒弃西方消极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

的劳动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习近平明确指出:“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

业。” [8]“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9]。 这就深刻地

阐释了劳动与幸福的关系,表征了劳动本身就是一

种幸福,幸福是劳动的价值旨归。 中国能如此快速

地发展和取得成就离不开劳动,离不开劳动者的勤

劳肯干,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幸福需要劳动来创造。
习近平劳动创造幸福的思想为我们实现真正的幸福

提供了理论指导。 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我们的幸福只能依靠劳动作为根本手段。 马克思主

义认为,劳动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赋予了人之为人

的属性。 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发展自身,
人的类本质在劳动中得以确证,从而“得到最深层

愉悦体验” [10]。 在习近平看来,一切幸福都是通过

劳动创造,不去劳动而获得的幸福是虚幻的,我们要

在辛勤劳动中获得幸福。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

是干出来的。” [11]这深刻表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

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美好生活要

实干铸就。 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不可能从天而降,
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得来,只能依靠我们的双

手创造。 实干就是要我们脚踏实地劳动,在劳动中

开创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经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

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在实干中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

中国贫困问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历史和实践证明,实干成就伟业,我们要

在实干中开创未来。 我国已经进入“十四五”时期,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

要在实干中应对发展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将中国

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宏伟蓝图化为现实,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艰苦

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共同奋斗。
(三)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

劳创造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我国已步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在“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 习近平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12] 这深刻剖析了

劳动和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了一部

动人心魄的奋斗史诗。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百废

待兴,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

敢的底色,为实现共同富裕打造坚实的基础;改革开

放时期,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加速经济发展,解放生产

力,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解上升了一个台阶;在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消除了绝对

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充分彰显了我党坚定不

移地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 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共

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并且艰难的任务,共同富裕的蓝

图成为现实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同时,“共
同”二字强调了我们所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

裕,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富裕。 因此,
共同富裕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依靠自己辛

勤劳动实现。 我国已经进入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正

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在新的历史时期

接续奋斗,继续推动共同富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其
中的关键就是要加强人民树立劳动幸福观。 中华民

族的幸福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应将全国人

民的心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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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Simons Thought of Labor Happines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HUANG Qiusheng, LONG Gu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Saint Simon expressed his thought of labor happiness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system,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 be-
tween the privileged class and the industrial class, and criticized the irrationality of labor in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He always re-
gards the happiness of workers as his purpose of creating a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reflects Saint Simons care for the working people.
Saint Simons thought of labor happiness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system,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ts: labor creates
happiness, criticism of “labor” under the old system, and industrial system is the road to labor happiness. Saint Simon creatively com-
bines labor and happines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cultivate correct labor con-
cept,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Saint Simon;　 labor;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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