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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后，以性善论为基础，
创造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并且为了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孟子又多次运用许多关于“水”的比喻，阐发了关于“仁
政”的思想和主张。本文就《孟子》中有关“以水论政”的内容进行解读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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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水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常见物质，它无形、无味且至柔。

但水却以它自身的形态、特质与功能得到古代圣人君子的青睐，

成为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元素。水，五行之一。《尚书·洪范》

有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易经》中八卦取象分别为：天、地、雷、木、水、火、山、泽。

如果说，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对水只是一种简朴的客观认

识，那么，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却在水中折现了对宇宙、

人生、社会、政治的独到且深刻的情感体验，开始有了理性的

阐发。《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

之所恶，故几于道。”《论语·雍也》：“仁者乐山，知者乐

水。”韩非子：“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

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可见，水

这一自然要素在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他们也赋予水以丰富的政治意蕴，以水喻政也成为中国

古代政治家们论政的重要论证方式。作为孔子儒学的后继者，

孟子十分擅长在辩论中运用譬喻手法。其中，以“水”为喻体

的譬喻在《孟子》，有数十例之多。孟子对“水”的观察、思

考及论述都十分精妙，由“水”而生的感悟之也十分深刻，可

见于《孟子》中“以水论仁政”之运用。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核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孟子不仅

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并且以性善论为基础，从政治角度

将其发展为“仁政”，开创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提出了

施行仁政的一系列政治构想。与此同时，孟子发现了“水”，

于是，“水”成为孟子阐发其政治思想的工具。

2�古代圣王与水

在孟子心中，古代圣王之治是十分值得推崇的。在《孟子》

中，他多次阐述了尧、舜、禹的贤君之举，并与水的特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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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阐发了自己的仁政思想。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

神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

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在这里讲，

舜虽居深山之中，以木石为居，以鹿豕为友，看起来舜和一般

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他听闻一句好的言语，见到一桩好

的行为，自己就去推行这种美好的言行。这种力量，就会像决

了口的江河，沛然俱下，无人可挡。孟子说舜推行美好的言行，

其实就是推行仁政。孟子认为，推行仁政的力量就如决口的江

河，而这种力量是十分强大、不可阻挡的。他主张，君王要能

发现仁政，并且施行仁政，如此，君王为政的力量便可无人可挡。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治水关乎中华民族的

生存发展，在民族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具开创

意义的不过大禹治水。禹整治了祸害人民已久的水灾，拯救了

华夏民族，赢得先秦儒家的推崇。孟子对大禹治水的体会十分

深刻，在《孟子》中，他提到大禹三十余次，并且多次详细讲

述禹治水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远古先王的智慧与功绩，以及

他对禹施行“仁政”之举的推崇。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草

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

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

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

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

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

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

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

在上述的描述中，孟子详细记述了面对可怕的洪灾与恶

劣的生存环境，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对大禹施行仁政的行为

和他无私勇敢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禹也同样是以为有

科学头脑的智者。他懂得遵循自然规律，遵循水的特性因势利

导，用疏导的方法成功解决水灾。这也是孟子敬佩禹的原因

之一。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

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

也。”孟子又批判也时人为治水，将洪水引入他国，为别人带

来了灾难的不义之举。这种将灾祸转移而自己苟且安生的行为，

更非仁政。

按照孟子的理解，仁政就是仁者治政，施行仁政的关键

也正在于执政者。古代圣王是他推崇的楷模，正是尧、舜、禹

的仁心才使得“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希望统治者能够学习

贤君，以天下为己任，造富百姓苍生，从实际出发，用理性的

思想踏踏实实为人民做事。

3�“民心归仁”如水之就下

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百姓的支

持。如最著名的“舟水论”：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篇》）魏征“君，舟也；

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君民关系如此，那么

重视人民的需求，处理好君民关系，是每一位统治者要做的头

等大事，而百姓最渴求的便正是仁政。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不噬杀人者能一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

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噬杀人者也。如有不噬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

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面对“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的梁襄王，孟

子依然报有希望，向他传递仁政思想。当襄王问他“天下恶乎

定”时，孟子答“定于一；不噬杀人者能一之”，并且以“雨

润枯苗”和“民归仁如水”为例进行论述。七八月的天气干旱，

如果一直不下雨，禾苗就会枯槁。如果天刮来乌云，下起大雨，

禾苗就会茂盛蓬勃地生长了。现在各国都是嗜好杀人的国君，

如果有一个国君不噬杀人，那么全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

待他、归附他、跟随他，这就像水向下奔腾的一样，势头不可

阻挡。仁政，就是禾苗的时雨。孟子从禾苗枯荣开始论述，把

民心归向比作水涌动的汹涌气势，十分形象地论证了他“仁者

无敌”的政治思想。施行暴政的君王，一定会把自己的百姓驱

赶到推行仁政的统治者的土地上。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

獭也，为丛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

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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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孟子把百姓向仁德仁政归附，比作水向下流的

趋势，野兽向旷野奔走一样自然。民心的向背是国家兴亡的关

键。要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否则，君王就会像为深池驱赶

鱼的水獭、为树林驱赶鸟雀的鹞鹰一样，必然会像桀、纣那样

失去人民的拥戴，成为残暴无能的独夫 [�-�]。

4�“仁胜不仁”如水胜火

施行仁政，更应有坚定的信念与信心。齐宣王上任后，

重振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臣，时常问政于孟子。孟子本以为

宣王有施行仁政之意，心中刚刚燃起的期待，却在宣王下令兴

师伐燕后破灭。他并以“水胜火”的譬喻批评像齐宣王这样施

行仁政浅尝辄止或佯装为行仁政者的行为。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

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

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仁胜过不仁，就像水必然能扑灭火一样。现在行仁的人，

犹如拿着一杯水去救燃着的一车柴火，火焰不熄灭，便说是水

扑不灭火。这些佯装行仁的人，和不行仁者没什么不同。如此

治国，国家必然灭亡。��

在那个诸侯征伐、战火连天的时代，孟子渴望推行仁政

的声音，又何尝不像那试图熄灭一车火焰的杯水呢？大国图谋

一统天下，伺机吞并他国；小国左右周旋，夹缝之中求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的仁政主张，似是螳臂当车，哪怕再用

力，也无力扭转恶劣的局面。尽管如此，孟子仍以一己之力。

在与诸侯国君的对话中，在与他人的辩论中，竭力阐发自己的

仁政理想。孟子常以“水”为喻，“水”也正是孟子刚正磊落

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度的体现。

参考文献

[�]� 杨伯峻 . 孟子译注 [0]. 北京 . 中华书局 ,����.

[�]� 刘雅杰 . 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 [�]. 东北师范大学 ,����.

[�]� 靳怀堾 . 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孟子与水（二）[-]. 河南

水利与南水北调 ,����(��):��-��.

[�]� 李训予 . 浅析《孟子》比喻中“水”的运用 [-]. 许昌学院学

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