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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论语》浅析孔子的治政思想 
任明菊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科学与人文部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论语》是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论语》体现出孔子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
孔子把个人修身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以德治国。从修身为政、为政以德、以礼治国三个方面解读和探讨孔子的治政思想，
不仅富有理论价值，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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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保存了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的思想学说，蕴含着孔子

把个人修身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丰富内容，具有浓厚的伦理化色

彩，设计出家国同构的治政理路。这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

定了思想根基，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

化遗产。下面从修身为政、为政以德、以礼治国三个层面对孔子的

治政思想略作阐释。 

一、修身为政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品质，才能立足社会，

并参与政治。而个人修身方面最重要、最根本的素质则是孝道。《论

语·学而篇》载：“有子曰：‘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１］可见，

孔子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否则就会为人所

不齿。一个人首先是家庭的，然后才是社会的、国家的，这样就把

国家治理的政治问题转换成个人品德的修身问题。因此，个体的人

要融入家庭和社会，就必须讲究“孝悌”，形成中国讲求礼仪和孝

悌的历史传统。 

《论语·为政篇》载有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分别向孔

子问孝，孔子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目的就

是为了让每一个人结合自身实际如何更好地践行孝道思想，说明孝

道就在我们身边和生活中，并非高不可攀。《孔子家语》卷二载：“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则又意味着时间是不等人的，

如果等到真正有孝顺能力之时，或许为时已晚。人们一切的爱均来

自父母亲人，同样，从爱父母亲人开始，而推己及人，到爱同学朋

友、爱团体、爱祖国，我们才知道如何践行爱。如果一个人没有孝

心和爱心，则是个人修养中最大的缺憾。善心、爱心和良心是人对

亲情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做为人的本分，也是各

种品德形成的前提，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中国人都

把孝道作为重要的品质，即使是王室贵族，也一样坚持以孝为本。

汉章帝为母亲端药尝药，亲注《孝经》，颁行天下，倡导以孝治天

下，取得了“明章之治”的繁荣景象。 

孔子强调修己正人。《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论语·子路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

子一再论说，一个人只要自身行为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民众也

知道该如何行事；反之，即使三令五申也无人听从。可见，孔子认

为为政者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才能赢得民心。四千多年前的治水

英雄大禹，在长达八年的治水过程中三次路过家门口，竟然都不回

家看看，而是亲自参加劳动和治水，身先士卒，为天下公益而不惜

牺牲私利。正因为大禹自身正，所以能率领和组织民众共同整治水

患，造福社会和百姓。为官者只有端正自身，才能顺利执行权力、

开展工作，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又如何去端正他人。 

孔子还奉行中庸思想。《论语·雍也篇》载：“子曰：‘中庸之

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指出中庸这一至高无上的道

德标准，是人们非常缺乏的。中庸主要是指做事守其中，其基本要

义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做事不偏不倚称为中，保持平常称为庸。

中庸讲究不偏不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一定要恰到好处，做到

名实相符，不要觚不像觚。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等人生作为，无不

体现了这层意思。商汤的开国大臣伊尹，就将菜不宜太咸也不宜太

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饭菜自然美味可口的道理，上升到了治

理国家的高度，他告诉商汤治理国家也是一样，既不能无所作为，

也不能急于求成，只需掌握好分寸，方能把事情办好。 

二、为政以德 
孔子强调为政者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以德感化民心。《论语·为

政篇》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

句话说明治政以德，当政者们就会像北极星那般稳居其位，而被众

星环绕。《论语·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说明了用政令引

导百姓，用刑法约束百姓，民众尽管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

道德引导百姓，用教化来规范百姓，百姓有羞耻心，方能自觉归正。 

《论语·尧曰篇》云：“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为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

而不猛。’……子张曰：‘何为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

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

司。’”通过子张与孔子的交谈，说明孔子主张在政治上用教化和柔

和的方式治理国家，即德治。因为德治是爱民的重要体现，会让百

姓爱之，同时百姓也会富足，并得到教化，所以会让百姓产生向心

力，会让百姓自然归顺，无需向法家那样通过刑法逼迫百姓服从。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为后世所继承。汉文帝在位期间，君臣

间就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要连坐是否适宜、

是否实行严刑峻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后来汉文帝宽法度、废除了

连坐法、诽谤罪、肉刑等罪行，同时注重勤德而无私。如当发生全

国性的旱灾和蝗灾时，汉文帝召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对山

岭胡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支出，开仓赈济贫

苦百姓。正是他坚持克己爱民，勤俭治政，致力于用道德教化百姓，

才使国家殷实富足，兴起了讲究礼仪的风气，令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亲自践行了“道之以德”的安邦定国之道。 

《论语·里仁篇》载：“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充分说明

了“德行”的重要作用和人们对“德”的追求。《论语·八佾篇》

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

德，怎么来遵循礼呢？所以具备仁德是实行礼教的条件。 

三、以礼治国 
如果说德是对人内在心性修养的要求，那么礼则是对人外在行

为的规范，是德的具体显现。《论语·颜渊篇》载：“齐景公问政于

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孔子道出君要像

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其实体现出孔子对礼的提倡，

即每个人做事都要合乎自己的身份，恰到好处，不可僭越礼制。《论

语·宪问篇》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就是强调高高在上的统

治者好行礼乐，百姓就容易被使用、任用。反过来，要想真正实现

“民易使”的和谐社会， 当政者就必须要“好礼”、尊礼、践礼，

作百姓的表率。 

现实生活中多数人都喜欢拥有权力，享受权力带给自己的光环

与荣耀。但是当政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在权力面前不要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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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放纵自己，失去自我，不知礼让，否则不仅权力难保，甚至误了

卿卿性命。康熙继位时因年幼不能料理国事，四位代理国事的辅臣

之一鳌拜，权高位重，专横跋扈，野心勃勃，经常在康熙面前耀武

扬威，甚至身穿黄袍，俨如皇帝，最终为自己的这种越轨君臣之礼

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人要践行礼，当然依靠教化，通过学习，让礼内化于心灵。《论

语·为政篇》载：“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

子是说用道德教化民众，用礼教规范民众，民众就会知道什么是廉

耻，且能自觉改正错误。《论语·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

是说做人每天要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做事时是否尽心尽力，朋友间

交往是否做到了真诚守信，对于每日所学是否做到了认真复习。其

实这就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礼的认知过程，时间长了，人就会自觉习

礼、践礼，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文化人。 

总结： 

总之，孔子的治政思想内容丰富，在新时代，我们要增强文化

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从政者要加强自身道德修

养，培育优良的家风，树立清廉的政风，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时刻

意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营造出普遍向

善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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