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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 1

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流传久远，从古到今它一

直是我国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民本”思想也一直作

为我国政治史上的主旋律，儒家一直以维护社会秩序为

己任，继承并发挥“民本”思想的理念，缓解了劳动人

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对后世巩固社会的稳定，

国家的长盛久安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民本”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尚书·五子之歌》，写

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时就把“民”作为国之

根本所看待，足可看出国家对人民的重视，也就是我国

历史上政治家们所看重的“重民”思想。“重民”思想是

稳定社会秩序极其重要的政治理念，它发端于商周交替

之时，“民本”思想的转换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经历了从

“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

贵君轻”这一发展历程。在奴隶社会时期，人与“天”

的关系联系紧密，统治者更加相信自己的统治地位是授

天命而为之，《尚书》中写着，商纣曰“呜呼，我生不

有命在天？”可见在商代及之前，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

统治权利直接来源于“天”，与“民”没有任何关系，而

商代灭亡也在于统治者的残暴，无人性的压榨百姓，生

活困苦不堪，引起民众反抗。周武王率众推翻纣王统

治，建立周王室王朝，吸取商纣王残暴、不重民心的历

史教训，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

之怀。”这时周武王已经把统治权利与“天”联系紧密的

视角放在君主德行修养与民众关怀上来。《尚书》中写

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就是当时对“民本”思想最好的表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国家统制秩序再次混乱，中国社会

得到重大变革，百家争鸣时代来临，作为“仁政”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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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者孔子来看，他希望有德之君能够采纳他的政治主

张，以仁爱治国，而“仁爱”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强

调“以民为本”、“为政以德”，他认为作为统治者要宽厚

对待百姓，让百姓富足，这样民众安居乐业，民心稳定

进而才能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民本”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孟子加以完善的，随

着儒家学者“民本”思想的不断丰富，这成为儒家“仁

政 ” 主 张 的 重 要 理 念。 在 奴 隶 社 会 末 期 儒 家 已 看 到

“民”在国家的重要地位，希望统治阶级行“仁”政而

爱民。而后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

须重视人民，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

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在孟子看来，人民对于国家

统治来看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如果君主不重视民众则他的统治地位

将会受到威胁，国家的稳定在于君主有没有体贴民情，

把人民生活幸福与否放在心上。

二、认识儒家“民本”思想的两重性

“民本”简单的讲就是“以民为本”，而如何理解

“民”的含义就会更清楚知道“民本”思想所适用的人

群范畴。《说文解字》中说道：“民，众萌也，言萌而无

识也。”清代学者段玉裁对此解释为：“盖象萌生繁芜之

形”，此处“民”所代表的含义为农作物的萌芽、生长，

与古代农业活动有联系。但也有学者认为“言萌而无识

也”在强调民众的愚昧无知。不管从经济水平或者文化

程度来看，“民”所代表的都是社会的下层人群，所覆盖

范畴为统治阶级以外的无政治权利的普通百姓。所以针

对“民本”思想的提出，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的受

益方就是辛勤劳作的百姓。固然民众是一个大的受益群

体，但与“民”相对的“君”，或者说是统治阶级，更像

是受益于“民本”思想的一个“隐形群体”。

首先，“民本”思想的提出者就是不忍于黎民百姓

陷于苦难当中，提出者站在民众角度向统治者提出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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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重民”的基础之上，

提出“保民、富民、教民、养民、恤民、爱民”等一系

列惠民政策。孔子在《论语》记述中就提出过“养民也

惠”的思想，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

民，给人民利益，百姓是一国之根本，百姓富足，国家

才会富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思想，他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述道：“是

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

也轻。”作为一个有智慧的君主，他一定会让百姓吃饱穿

暖无生活之忧，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也才能稳定。所

以民众作为“民本”思想的受益人群，当“重民”思想

的觉醒以及有德君主的执政统治下，民众也在慢慢摆脱

被受压迫、困苦不堪的历史情境。

其次，“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人民作为国家的组成要

素，这主要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的。“民本”思想提

出者的执政理念是站在“民”的立场去建言献策，但统

治者是站在“君”的角度去考虑维护阶级统治、社会秩

序。所以执政者在强调“民本”的同时，又在强调“君

主”。所以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者同时

也是君主主义者。儒家经典强调：“上好礼，则民莫敢

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

情。”站在统治阶级来看，“仁政”、“德治”这些都可以

看作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首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我们

要知道“民本”思想的提出，惠民政策的施行，他的受

益方不只是名义上的“民”，君民本是一体的，“民本”

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双方的互惠互利。

三、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及当代意义

“民本”思想活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几千年，后

世君主也越来越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君民关系就类比

于水与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流传千年的名句

更把“民”的地位提升到一个高度。在新中国蓬勃发展

的今天，社会各界一直在提倡“民主”，但追溯“民主”

思想的根源，可以发现它隐藏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

本”思想，可以说儒家“民本”思想孕育了近现代“民

主”的产生。但“民本”与“民主”不同的是，“民本”

是植根于我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一个本土概念，而现代

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希腊文，意为“人民的权利”

或“人民统治”，它与我国古代的“专制”统治站立在对

立面的关系。“民主”的核心是强调人民的权利，鼓励人

民自己当家做主，而“民本”思想则是在君主的统治之

下，给予人民发展生产，富足生活的一些惠民政策，而

不包括赋予民众权利，自己当家做主的内容。而使“民

本”与“民主”思想不同的原因除了历史的洪流外，还

有古代与现代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式、法律制度以及政治

制度等等一系列原因。在古代，国家以小农经济为主

体，人民生活与土地联系密切，经济形式单一，所以统

治者能够想到的惠民方向也就是提供一些改善民生的政

策。而当今我国处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经济快速发展期，人民所需要的经济发展土

壤不同，人民就会渴求更加宽松的自主权利，呼唤民主

的意愿就会更加强烈。其次，两个历史阶段所处的法律

土壤不同。在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古代，强调“德治”

即“德主刑辅”，古代也强调法律观念，但是在以统治者

管理为主的基础上去施行法律，所以古代的“法治”更

可以“人治”说法代替，国家的长盛久安，人民的生活

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统治者的德行。在当今法制理

念处处盛行的今天，人民懂法，处处讲法，在宪法和法

律的保障下，“民主”得到充分实现。再次，两个历史

阶段所适用的政治制度不同。在我国古代实行以君权为

主的封建统治制度，人民处于被统治阶级，站在统治者

角度，人民只是组成统治的基本因素，所以提到古代的

“民本”思想，它永远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

个不可跨越的鸿沟。而在民主化进程的今天，人民是国

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政治权利

在于人民而不是君王。

在分析“民本”与“民主”不同的同时，也在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是当今“民主”思想

的发展土壤，它为现代“民主”思想的转换提供了历史

的基础和衔接点。所以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翻开古籍

去思索古人处理人民关系的方式，继承历史文化血脉。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惠民政策，富民、安民、保民、教民、

强民等思想对今天的惠民方案仍然有借鉴意义。每每思

索，会感受到古人思想的伟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内涵，让每个国人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植

根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对推动当今中国民主化进

程仍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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