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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D_E5_88_A9_E2_c122_481389.htm 长期以来，淡泊名

利往往被视为一种高雅的情操，而贪图名利则很容易为人所

不齿。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 其实，在人们的头脑当

中，“名利”这个词一直不怎么光彩，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

，“名利”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的。追求名利，就是专注个

人利益，是自私的表现；不求名不图利，就是关怀他人利益

，是无私的表现。所以，追求名利不叫人喜，不求名不图利

却让人称赞。 从思想道德修养的角度看，应当说这是一种美

德。因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就是要求人们大公无私，至少也得

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为重。淡泊名利恰恰迎合

了这一要求，而贪图名利则把个人利益搀杂进去了，从而背

离了高尚道德情操的要求。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淡泊名利

也好，贪图名利也罢，与人的道德情操并没有必然联系。人

们之所以把“名利”与品行、休养、觉悟等道德问题扯在了

一起，甚至把“名利”看作评价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一项标

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名利”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偏见。

说穿了，“名利”遭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是人治社会带给

人们的“下意识”，这种“下意识”其实就是人治意识，它

与法治社会的法治意识格格不入。 法治社会要有法治意识。

民法意识是法治意识的基础性意识，也是普遍性意识，即大

众意识。而权利意识则是民法意识中的一项基本意识。权利

意识要求人们时刻珍重、爱护自己的权利，并随时准备着“

为权利而斗争”！民法有两大支柱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



“名利”说的就是这两项权利。“名”主要是指人的姓名、

名声、名誉、荣誉等，也就是“人身权”；“利”主要是指

人的物质利益、财产利益，也就是“财产权”。重视名利就

是重视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权利意识浓厚的反映；淡

泊名利就是漠视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权利意识欠缺的

表现。 有了权利意识，并且逐渐强化权利意识，可以使人们

为争取到更多的权利而不懈地奋斗和努力。换句话说，权利

意识可以提高主体完善自我、充实自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比如，在对待“名利”问题上，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名利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去争取和创造，那

么，在“名利”面前，人们也就会变得泰然自若、大大方方

，而不是矫揉造作、吞吞吐吐。因而，追求名利也不再是“

贪图自私”的写照，而是一种挖掘个人潜力、为社会创造更

多财富的象征。照这个理，“求名图利”倒成了一种高雅的

情操！ 相反，人治社会环境下缺乏权利意识，追求名利会招

来一些别样的眼光，引发不少的非议。这极大挫伤了名利追

求者的进取热情，迫使人们不得不“淡泊名利”、“明静致

远”。过于强调了思想净化，而忽视了能力提高。长此以往

，使人们谈“名利”而色变，一味满足于现状，不仅耽误了

个人能力的培养，思想素质也未见有多大改善。 当然，任何

成熟的意识都不应被滥用，权利意识也不例外。如果权利意

识过度膨胀，则会导致对“名利”的纵欲！果真如此，就与

人治意识没什么两样。所以说，那种单纯为了“名利”而不

择手段的人，其实正是权利意识的极度欠缺者。这些人，不

是在“追求”名利，而是在“追逐”名利。显然，这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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