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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精神的四个层次及其辩证关系

何云峰#李晓霞
"上海师范大学 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3$

摘4要#劳动精神指的是以因劳称义为原则对人的劳动的属人性的精神追求$ 从劳动幸福的角度理解劳动精神!其

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幸福精神!它的目的在于使人通过劳动超越动物性的存在而获得人的存在!使人以人的样式出场!获

得人的主体性$ 劳动精神有四个层次!分别是普遍的劳动精神"专业精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这四个层次相互区别又

相互关联!它们在层次"主体"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异!但是相互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每一个层次都在前一个层

次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 因此!要立足于四个层次之间的内在区别和关联来考虑劳动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也是本文的

研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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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勤'在-说文解字.中

被解释为%劳'#而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人生

在勤#勤则不匮&*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

劳动创造&'

!由此可见#劳动与人的生存和生活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科学家早就证明#劳动在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劳动不

仅是人的生存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

基础#它不仅推动了人的自身发展#更推动了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 所以#劳动历来就被人们所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

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劳动作为幸福的源泉#

其精神更值得我们去深刻领会& 近年来#我国高

度重视劳动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劳动

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鼓舞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

力& 他提倡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

能报国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劳动及其精神

实质展开学理探讨就十分有意义了& 也就是说#

劳动精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具

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与价值#对劳动精神的

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劳动精神的实质内

涵#厘清其核心要义#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已经从不同维度对劳动精神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本文试图在吸收学界已有的

关于劳动精神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深入学

习和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精神重要论述的

核心要义#将劳动精神划分为四个基本层次#并探

讨四个层次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4劳动精神的内涵阐释

如何理解劳动精神是劳动问题研究当中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也是弘扬劳动精神#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 而要对劳动精神

进行理解首先要厘清劳动的概念& 在马克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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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劳动是人所特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人在劳动

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同时也在

劳动中创造了人自身&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

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

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

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

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

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也即是

说#劳动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前提#因此#劳

动也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及人类历史的根本锁

钥& 而对于人自身来说#人通过劳动展现出自己

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劳动确证自己的类本质#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

是类存在物'

"

& 这一确证人为类存在物的劳动

是马克思主张的真正的劳动#也即摒弃了异化的(

展现了人的类本质的劳动#人在真正的劳动中不

再被看作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是获得了真

正的属人性#成为人的存在#其劳动也是自由自觉

的幸福劳动&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恩格斯认为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

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认为#劳动是

人的类本质的展现#人在劳动中应该获得属人性#

从而真正地发展自身#而不是被迫降格为动物性

的存在& 本真意义上的劳动应该使人感到幸福#

给人带来愉悦的享受而不是痛苦的折磨& 而所谓

劳动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幸福精神& 所以#

劳动精神首先要从劳动幸福的角度去理解& 如何

理解劳动幸福呢/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

克思主义的劳动观来看#劳动幸福并不是简单地

指满足人们的吃穿住行等基本需要#它还涉及幸

福和快乐的概念区分& 幸福和快乐这两个概念存

在本质的差异#快乐是一种感官性的(表层的(暂

时的感觉#而幸福是一种持久的(深层的(永恒的

愉悦& 劳动幸福的实质是指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

身内在的类本质(获得了人的属人属性#从而产生

了一种深层的愉悦#这种深层的愉悦就是劳动幸

福& 所以劳动幸福体现的就是我们在劳动当中确

证了自己与人的类本质相一致的程度或者说是确

证了人的%属人性'& 劳动是否具有%属人性'是

判断劳动是否幸福的标准& 劳动应该具有属人的

特点& 每个人在劳动中应该要像人类一样地劳

动#而不是像兽类一样地劳动#否则人就变成没有

尊严的动物化的存在了#

& 所以人要与动物区别

开来#并超越动物&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关于%劳动创造人'的

基本原理可以推断出来#人应该有一种在劳动当

中获得属人性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就是劳动精

神& 劳动精神在本质上是一个%因劳称义'的概

念& 所谓%因劳称义'包含两方面的意蕴!其一#

劳动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根源#事物只有符合尊

重劳动的基本原则#才具有合理性+其二#劳动使

人获得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根据& 劳动是人

的自然性"包括智力和体力等自然属性$的终极

说明#人的自然性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劳动的需

要$

& 换言之#%因劳称义'主张%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创造#任何不劳而获(好

逸恶劳的现象都应遭到反对%

& 由此推知#人要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属人的存在并加入人的队伍

中#把自己证明成为人的一种存在#这样才符合因

劳称义的原则#才是真正的幸福& 劳动对人的吃

穿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与动物本能的生存

需要的满足并无很大差别& 这种基本的生存需要

的满足仅仅是幸福的前提#而不是幸福本身& 幸

福本身是人要超越动物性的存在和物化的存在#

成为真正的人#以人的方式存在&

& 所以#劳动具

有的属人性的程度体现了劳动幸福的程度& 而

%属人性'也是区分劳动正义和劳动异化的标准&

这两者区分的关键就在于劳动有没有损坏属人

性#如果劳动过程中属人性受到了损害#就意味着

劳动被异化了+如果属人性完全受损了#那么这种

劳动就完全丧失了正义& 因此#劳动正义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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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区分标准是人的属人性#看人是否在劳动

当中获得了属人性#看这种属人性是否受到损害#

看人是否获得了像人一样存在的权利& 这不仅仅

涉及劳动幸福的问题#还涉及权利的问题,,,人

是否在劳动中获得了像人一样存在的权利& 如果

人在劳动中变成了非人的存在或物的存在#就意

味着人在劳动中不是幸福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的

劳动幸福的权利受到了损害&

从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劳动幸福权#把人与

动物及其他存在物区别开#这样人的劳动就具有

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由此#我们认为#人类通过劳

动获得自己的属人性#这样一种精神的追求和遵

循就是劳动精神& 所以劳动精神在本质上体现的

是我们如何获得与动物和其他存在物不一样的存

在#如何以人的方式存在#这种精神追求才是劳动

精神& 我们只讲劳动权是不足够的#如果没有把

人当作人一样地去劳动#劳动权的获得就没有意

义&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在劳动中要像人一

样存在#人有通过劳动和在劳动中获得属人性的

权利#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劳动幸福权的问题#也就

是人获得属人性的一种权利&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

动和正义劳动的很多理论中就暗藏着这种假设&

这一假设也可以从劳动创造人这一论断推论出

来& 恩格斯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

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

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

& 也因

为劳动创造了人#所以就暗含着劳动赋予人一种

天然的初始权利即劳动幸福权的意蕴#而劳动幸

福权关涉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在劳动中所具有的属

人性的程度#这恰恰也是劳动精神的体现& 因此#

一定要从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劳动精神的概念和

内涵& 这样才能明白我们追求的实际上就是一种

属人性的存在(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 它实际上

也是一种概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 这种追求体

现的就是劳动精神&

综上所述#劳动精神指的是以因劳称义为原

则对人的劳动的属人性的精神追求#也即对劳动

幸福的追求#它的目的在于使人超越动物性的存

在而获得人的存在#使人以人的样式出场#获得人

的主体性&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仅通过劳动确

证自己的类本质和属人性#同时还通过劳动创造

不断地消解劳动的消极性(克服劳动的异化& 所

以#劳动精神是%人通过劳动创造促进自我类本

质不断生成与化解阻碍自我类本质的消极力量相

统一的人类专属品格44劳动精神不仅意味着创

造#而且意味着化解各种消极力量& 它实质上是

在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中动态呈现出来的人类

特性'

"

& 同时#劳动精神也是劳动者在创造美好

生活的劳动实践中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及

体现的精神风貌#是每个人超越动物性存在(追求

人的存在的精神特质的总和& 劳动精神展现的是

%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样式'#表征的是%一种积极

的对任何属人的活动的创造性介入'

#

&

二4劳动精神的四个层次

劳动精神作为一种以因劳称义为原则建构的

人们共同的精神系统#它的主体性体现在社会的

全纳性#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坚守的具有历史

传承性的文化价值背后的精神支柱$

& 从劳动精

神的主体来看#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劳动精神的主

体#每一个劳动者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属于自

己的幸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种人的存在#反抗并

远离非人的存在& 具体来看#劳动精神从主体角

度来讲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每个劳动者都要具备的普遍的

劳动精神& 只要是劳动者都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基

本的精神#比如说因劳称义#不义之财不能取#一

个人如果没有劳动付出就不应该得到报酬#反之

个人劳动应得的权益就应该被保护& 每个人在劳

动当中都要尽职尽责#使自己的劳动成果给自己

带来一种属人性的愉悦#而不是给自己带来伤害

或者是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自己相对立& 不仅

如此#个人的劳动成果也不能跟他人产生一种异

己性&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

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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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

& 个

人的劳动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因而在这

样一种集体主义式的劳动中要考虑自己的劳动成

果是否给他人带来伤害#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劳

动成果& 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这么去考虑#不管

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当他参加劳动#他就要把这个

事情做好(做到位#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劳动精神&

这种精神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应该展现出来#是每

个从事劳动的人都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性的追

求#它既是一种责任感#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追

求+它既是对自己幸福的一种追求#也是对别人的

一种关怀& 每个人都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普遍的

劳动精神&

第二个层次是专业精神& 劳动中存在一定的

分工#虽然分工有很多的负面效应#但是在一定的

社会条件下#分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可

否认的& 每个人都会有参加劳动(进行职业和岗

位选择的时候#并且每个人还有各自工作的职责

范围#在职责范围的分工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

有一种专业精神& 这种专业精神是指对工作有专

业的规范(高要求和品质化程序等方面的执着#也

即一种对工作极其热爱和投入的品质#通常具有

专业精神的人在工作的时候能够达到一种忘我的

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注重培养专业能力(

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和进步#科技日益深入我们的生活和劳动的方

方面面#不仅是干部队伍需要培养专业精神#每一

个专业人士也需要培养专业精神#使专业精神渗

透到劳动当中#使专业的人士在不同的职业和岗

位中从事专业的工作& 这种专业精神已经超越了

普遍的劳动精神#因为专业的事情只能由专业人

士来完成#并且专业人士还要有一种责任感#在其

位谋其职#不仅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

地学习和研究#在各方面都做到精益求精#还要秉

持创新精神#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与超

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专业精神& 因此#每个人不

管从事哪一个职业#都要有对职业的追求#力争达

到职业的高度和深度#这才是一种专业精神的

体现&

第三个层次是工匠精神& 荀子说!%人积耨

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

#从中国传统文

化的语境来看#工匠是对所有手工艺人的一种称

呼& 而所谓工匠精神就是指在职业和岗位中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劳动精神#

是工匠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职业素养和品

格#更是他们展现出来的独特精神风貌& 从%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到%庖丁解牛'等一系列话语

都体现了工匠对工作的专注和求精以及他们一丝

不苟(细致专注的工作态度#工匠精神要求人们专

注于当下的事情(拥有精益求精的匠心#对自己的

工作全身心投入(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追求高

品质和高质量& 所谓%质量之魂#存于匠心'就是

要求工匠们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制造出高质量的产

品#匠心是质量的根本保证#匠心聚#百业兴& 所

以#工匠精神是在专业精神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比普遍的劳动精神和专业精神更高一个层次& 工

匠通常都是某个行业的精英#%高手中的高手'#

是职业责任驱使下的尖端追求& 无论在专业能力

养成还是职业伦理素养方面都是典范#具有专业

领域的领军角色作用&

第四个层次是劳模精神& 每个人身上体现的

普遍的劳动精神(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都不一样#

如果有人能把这三种精神综合在一起并很好地(

集中地展示出来#那么他在现实当中就成为劳动

精神的榜样#也即是劳动模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44党

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的重要作用&'

$所以新时代必须要崇敬劳动模

范(弘扬劳模精神#而劳模精神就是这些劳动模范

所体现的精神& 在劳模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

对待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

有着崇尚劳动(恪尽职守的高尚情操和艰苦奋斗(

勇攀高峰的坚韧品格& 所以#劳模精神并不仅仅

指追求某一个方面到极致的精神#而是指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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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精神(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这几个层面都

做到极致的追求& 可见#劳模精神是各种精神的

集中体现#是劳动精神的最高层次&

总之#劳动精神从主体角度可以分为普遍的

劳动精神(专业精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四个层

次& 这四种精神有一个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分别

是从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普遍的劳动精神到专业

人士应该具备的专业精神#再到工匠应该具备的

工匠精神#最后到集中体现上述三种精神的劳模

精神这样四个层次& 这四个层次针对不同的主体

提出了关于劳动精神的不同要求#深刻展现了新

时代劳动精神所具有的内涵和品格& 正因为如

此#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要在全社会培育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社会风尚#让人们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辛勤劳动&

三4劳动精神四个层次之间的内在

联系

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劳动精神的价值和意

义&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如何继承和弘扬劳

动精神& 而如何继承和弘扬劳动精神就涉及劳动

精神传承主体的问题了#这也是劳动教育要思考

的问题& 在当前的劳动教育过程中#如何把这些

精神层面的东西传递或传播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或

者劳动者#让他们更好地传承下去#是我们着重要

思考的关键问题& 从教育的主体来看#我们在进

行劳动教育的时候#不仅仅需要家庭的配合#还需

要学校和社会的配合#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那

样,,,家庭是劳动教育的基础#学校是劳动教育

的主阵地#社会对劳动教育起支持作用& 所以#不

光是学校和教师要进行劳动精神的传播#其他的

一些主体也需要承担起劳动精神教育的重担#劳

动精神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配合&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必然要涉及分工& 不同的

主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都不相同#

因此需要合理的分工来划分好劳动精神教育的任

务& 另一方面就是要把这三个主体承担的不同的

劳动精神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发挥教

育的作用& 除此以外#教育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和

策略#因此#劳动精神教育需要进行整体的(系统

化的设计和考虑#以便将不同层面的劳动精神传

递给下一代#让劳动精神永远弘扬下去&

涉及劳动精神的教育#我们必然要联系劳动

精神的四个层次来思考& 我们认为#以上四个层

面的不同劳动精神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它

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厘清这四个层次的内在联

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劳动精神教育非常重要&

所以#可以以劳动精神教育为依据对这四个层次

的内在联系展开讨论&

首先#从层次上来看#它们是有区别的& 在层

次上它们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在劳动教育的过程

中#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普遍的劳动精神灌输

下去#这第一个层次的劳动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应

该具备的& 比如当我们在教孩子进行家务劳动

时#我们不仅要教孩子洒扫(整理等基本的家务劳

动#关键还要在教授的过程中把普遍的劳动精神

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明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认

真负责#不能给别人带来负面效应#这就是最基本

的普遍的劳动精神& 而进一步的专业的劳动精神

则需要通过学校以职业教育等更专业化的方式进

行教育和传递& 比如专门的研究者就要以科学精

神来研究每一个论断#他们的每一个论断都要有

根有据#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科学的研究成果#

而非以观点性的或情绪化的语言进行意见表达#

这里面就需要他们具备一种科学精神和专业精神

来使研究进行下去& 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也是如

此#它们是在前两种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

而劳动精神在层次上有一定的区别#它们属于层

层递进的关系& 这也是劳动精神四个层次的第一

种区别&

其次#从主体上来看#它们也是有区别的& 劳

动精神的层次不同就决定了拥有劳动精神的主体

和手段也不相同& 这一主体的区别就体现在无论

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有多大的差别#每一个劳动者

都首先必须具备普遍的劳动精神#因而他们也就

是普遍的劳动精神的主体+但专业人士需要具备

专业技术#所以他们是专业精神的主体+而工匠则

是工匠精神的主体#劳动模范是劳模精神的主体&

所以#不同的精神有不同的主体承担者#这就是劳

动精神四个层面在主体上的差异&

最后#四个层次的劳动精神在内涵和外延上

也有一定的区别& 这四种精神对劳动精神的表达

和呈现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劳动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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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结合劳动精神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主体#

对劳动教育进行系统的设计&

劳动精神的这四个层次不仅彼此存在区别#

也存在联系& 它们彼此都是在前一个层面的基础

上进行提升#如果没有第一个层面#后面的三个层

面就都谈不上了& 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具备了普

遍的劳动精神#才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到专业精神(

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 举例来讲#对于工人来说#

他即便精通某一个方面的手艺#拥有高超的技艺#

但如果他不具备基本的劳动精神#也就不可能拥

有工匠精神#要想成为工匠并拥有工匠精神#首先

就要具备普遍的劳动精神#然后进行专业的训练

并能长期坚守下去& 在具备专业精神的基础上才

有可能形成工匠精神#而对于劳模精神也同样如

此#如果劳模没有基本的(普遍的劳动精神#就不

能称之为劳模#劳模精神应该是工匠精神的深化

和提升#而工匠精神作为劳模精神的构成要素也

是劳模精神的核心体现& 所以#这四种精神不可

或缺#它们环环相扣#共同在劳模身上集中体现

出来&

由此可知#劳动精神的四个层次虽然在层次(

主体(内涵和外延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它们本

身也存在相互间的联系& 因此#我们在劳动教育

中就需要考虑这种区别性和关联性#思考劳动精

神的不同层面应该如何配合不同的劳动模范做示

范#把劳动模范的基本功能即劳动精神的示范作

用真正发挥出来& 所以#不同的劳动精神应该有

不同的示范榜样#我们在设计示范榜样的时候不

仅要考虑普遍的劳动精神#比如道德楷模和道德

模范这些普遍精神的体现者#还要考虑到专业精

神方面以及工匠精神方面集中体现的劳动模范#

这样四个层面才能很好地配合起来& 劳动精神有

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其四个层次之间也有相互的

区别和关联#我们要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来整体

设计我们的劳动教育系统#这样才能很好地传承

劳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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