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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两千年来都深刻影响着上至国家层面

的方针政策，下至中华儿女的思想行为。纵观社会主义

发展的历史过程，关于如何治理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

题是中国共产党需要时刻明晰的大问题。现今，我们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改革的关键时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衡量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

力的集中体现。[1] 探讨孔子的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

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另一方面有利于继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加增强。

一、“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观点，其主旨是爱人、同

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民群众。[2] 孔子首先认为“仁”是爱人，他认为“孝悌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他认为，“仁”虽然是一只种

人伦情节，但我们又不能局限于人伦情节，要超越出去，

“泛爱众而亲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以

“亲亲”为起点，做人首先要爱亲人，然后再推广出去，

达到“泛爱众”的“仁人”境界。一方面，对于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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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领导人来说，这就提供了一种道德境界，就是对人民

乃至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普遍关怀境界。从“民众”的切

身利益出发，关心爱护人民群众，无时无刻都要对人民

群众保持牵挂、关心爱护人民群众即是为人民服务的一

种体现。另一方面，仁爱是对全体人民群众的要求，只

有全体人民群众互相仁爱，都将民族同胞当作自己的亲

人一样仁爱，那么许多违背道德利益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社会秩序就能良好运转，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自

然而然顺利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的那样，“老

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

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习近平总书

记这句话将老百姓比作衣食父母，关心重视民生问题。

这也对应了孔子曾经对的“民、食、丧、祭”的重视，

孔子认为民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老百姓的穿

衣吃饭问题是国家治理者为政的根本问题，因此主张国

家财富应该集中在人民群众手中，人民理当受到治理者

的教化得到知识，希望统治者在对待百姓生产生活上不

违背社会生产的时间次序，治理者应当让人民有基本的

生活保障。总之，一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

党和国家治理人员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也是有关国

家社会运行一切的出发点。离开了人民，就如大厦没有

地基，水流没有了源头，树木没有了树根，因此，治理

者对广大人民群众“仁”，人民群众也互相“仁”，那么

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都会具有“仁”的人伦

道德，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将早日到来。另一方面，孔

子也很早便注意到了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等问题，孔子

的哲学思想也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治理、社会公平正义的

治理有一定启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有一定借鉴

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孔子不仅从仁出发，发展到“以

德治国”，孔子也从“仁”与“德”引申而出“无为而

治”的治国领导方式。往往具有“仁”的治理者常常

懂得“无为而治”的领导思想，这种“无为而治”与

“仁”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提起“无为而治”，一般人会

认为这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治国思想。事实上，在先

秦诸子百家中，提出“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家第一人

其实是孔子，而且孔子是从字面意义上明确提出的。孔

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5] 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如何运用好孔子的

“无为而治”思想，郭其勇先生与冯达文先生所著《中

国哲学史》中已有简单叙述，他们认为，孔子的“无为

而治”可以和现代管理理论中“最小—最大原则”不谋

而合，国家治理者可以用最小——最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最优最好的治理效果。孔子有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哲学思想。

就现代治理思想来看，要达到孔子的“最小——最节省

人力物力财力的领导行为”和“最大——最优最好的治

理效果”，一方面需要“修己用仁”，另一方面需要“用

仁任人”。“修己用仁”是治理者的自我治理，是统治者

以“仁”的理念来发展自己、来提高自己，先进的治理

者往往通过“修己”来提高自我修养、自我治理水平，

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发展，这样也

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精力来提高自己，治理社会。同时，

在“用仁任人”方面，《论语》称述：“舜有臣五人而天

下治”。有“仁”之人用“仁”去“任人为德、为贤”，

方能促进国家治理顺利进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用人

得当对治理国家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合适的治理者、合

适的施行者对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司马

光主张“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人用人问题是社会

治理的要害，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目

前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部队伍，而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德

才兼备的、公道正派的，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上，选

人用人需要任人唯贤，必须具备“仁”与“德”思想的

治理者才可以担当国家治理的大任。在这里，要注意的

是孔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用合

适的治理方式去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并不是“懒政”、

“惰政”，而更需要治理者“勤政。”

同时，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6]，“礼”是一定

的社会规矩、标准、制度，对人的行为起控制规范作用，

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起调节协调作用。[7] 孔子的弟子

有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

也。”作为一个自古就明确提倡“和谐”并主动践行“和

谐”国家，我们应当认识到，孔子提倡的“礼”、“乐”

可以使社会秩序化、和谐化。“礼”、“乐”作为社会规

矩、标准、制度，不仅可以调节社会关系、还可以化解

冲突、矛盾。“礼之用，和为贵”，以“礼”为基础的民

族文化在促使民族协调发展共存、民族和地域文化交流

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方面起着很强的

深层次的基础作用。[8] 因此，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离不开法制化的制度、符合人伦情节的法律条文，没有

正式的、符合当前社会基本情况的法律制度是立不住脚

的，只有制定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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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等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顺应现代化建设的时

代浪潮，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

孔子对“仁”的追求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

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9]、“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众星拱之”，他将“仁”演化为一种政治方面的主张

和政治方面的要求，主张“仁政”，并提出了他的“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针，[10] 国家治理的一切目的

是安定社会中的人民群众，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各个方面

和平稳定发展的结果。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来说，孔子的“仁”体现着的“爱”与“德”

的思想内涵，孔子反对“空言”思想也与我国国家治理

所提倡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口号有了异曲同工之

处，各行业领导者建设好自己的“德”，做出表率，做

出规范，做全国人民群众的“榜样”。待人接物时，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将自己放置

于对象的同一方面，而不是对立面，比如生态治理时应

当着重考虑融入并适应生态环境、改造生态环境。社会

发展需要应因地制宜，适应了生态环境并逐步提高生态

环境的社会治理才是真正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才能

做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社会

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群体的每个人都有着休戚相关的关系，

社会治理是与各方面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适应并利用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方能促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1] 孔子的“仁”，是一

种自觉性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意识，对国家治理来说，

每个人做到守“礼”、守法，将道德规范纳为自觉的道德

意识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成员的共同自觉努力，国家

内部成员凝聚力发展，互相爱人，国家就会稳定发展。

对于执政者来说，关心民众，体恤民众，执政者有德，

始终是民心向背的出发点与体现。

二、“中庸”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在孔子那里，“中庸”，是每个人道德修养的的最高

境界、最高层次，同时也是一种值得每个人践行的非常

普遍的方法论。子思记录孔子的思想，著《中庸》，认

为“中庸”即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2] 后世思

想家朱熹等人解释“中”即适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

及，“庸”即是平常、不易、用。[13]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思想家认为“执两”是前提，是在认识事物时认识到

事物与矛盾相互联系，从两端思考然后中和起来，“叩其

两端，而竭焉”，看问题要从两个不同方面出发，不能固

执己见；“用中”是方法，处理问题时一方面要对矛盾的

存在与其客观性抱有承认态度，另一方面，解决矛盾时，

还要不偏不倚任一方，灵活分析并解决所存在的问题。
[14] 在当今，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着越来越高要

求的现在与未来，要实现治理现代化进程，承认矛盾的

普遍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要求，如何解决现代

化进程中的特殊矛盾问题，如脱贫攻坚，城乡协调等特

殊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各方面协调发展，

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关键处为出发点，从而促成

全体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庸的特性是“权”，即不要墨守成规、要尝试通达

权变，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互结合的统一，动态性与

平衡性相互结合的统一。在当今的后疫情时代，疫情防

控和国家社会统一稳定是首要前提和底线，只有做好疫

情防控和促进社会稳定才能谈经济社会发展，但是防控

不是一刀切，对疫情发生地区积极主动迅速开展防护隔

离措施是原则，但是，不能不考虑现实情况，防控必须

充满“人情味”，尽量充分考虑特别人群的特别情况。深

层次来说，一方面，治理者在面对治理问题时，做到思

与学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反思过往

出现的问题教训，积极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治理经验成

果。同时，认识到“礼之用，和为贵”，和平稳定发展是

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只有和谐稳定的社会条件，一切的

发展才有了土壤。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到“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15] 积极主动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做

事不能凭空猜测主观臆断，对一件事物不能绝对肯定和

否定，不能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中庸的灵

活性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以“礼”作为指导原

则就是不用极端的处理方法和偏激的应对措施去处理解

决问题，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中庸不是没有原

则地应和所有人，更不是滑头主义的乡愿。对国家治理

来说，制定了符合国情与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以后，按

照法律规章制度办事，不以权谋私，更不要被别人的权

力与利益所屈服，不固执己见，不抱有官本位思想，对

待群众以礼相待，对待违法乱纪者则以法律制裁。

总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思想曾经作为中国

两千多年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广阔的思维空间蕴含

着丰富的治理智慧，不仅对古代统治者治理社会起着重

大影响，而且这些充满哲学智慧的观点可以为我们今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刻启示。实现国

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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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运行状态，深层次需要的

是健全的法律规章制度，需要的是掌握“仁”的社会大

众，需要的是扎根“德”内涵的干部队伍，需要的是掌

握“中庸”方法论的高素质人才，从而经济、政治、文

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只能借鉴和吸收而绝不照抄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

与法律，要走扎根于中国千年深刻文化底蕴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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