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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people-oriented in the pre-Qin Dynasty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people-orien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and its thought of emphasizing the people and benevolent 
government had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Confucian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 the pre-Qin Dynasty, and discusses the conten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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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马珍

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其重民、仁政的思想对于当时社
会具有进步意义。论文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内容进行分析，并对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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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儒家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中华民

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作为

其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先秦之后的儒家民本思想产生深远

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

都有积极的现实作用。

2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形成于

春秋时期，成熟在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形态转型的春秋战国

时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在在寻求治国之道上发现，

人民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民本思想成为贯穿先秦儒家

思想的一条主线，其杰出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其

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民惟邦本 顺民得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是“民

本”二字最早的出处。民惟邦本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

内容，体现了百姓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产生之初，

天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怀疑的，但是经历了夏桀和商纣两

个暴君的统治被推翻的历史教训，到了周朝，天的威信开始

有所下降，有一部分人认为天是听民的，把民与天等同起来，

民甚至可以超越天。诚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

之所欲，天必从之。”

顺民就要听取民意，民意决定政治，民意反映政治，统

治者要认真听取民意，将民之所需，民之所想，民之所望积

极纳入治国方略中。孟子从历史上暴君失国的历史教训中认

识到：“桀纣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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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矣。”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具体体现。

 2.2 仁者爱人 为政利民

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学说是以“仁”为出发点，

又以“仁”为归宿的。“仁”是孔子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仁

人就是最完美的人，仁治则是最良好的政治。最能体现孔子

思想的著作——《论语》中，对“仁”最精准的阐释就是“仁

者爱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应该是爱。孔子教导弟子

从政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把利民摆在为政的首位，儒家为政

利民思想随着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反复强调与实践，使

之成为传统治国的基本思想和历代开明政治家所奉行的为政

准则。仁政不仅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还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社会文化方面等各个层面。

2.3 民贵君轻 君权民授

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中，君主与民的关

系问题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孟子认

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的权力是民众给予的，

君主要想维护国家的统治，稳定发展，就需要民众的支持与

拥护。荀子也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明确的告诉我们，民众与君主之间是

相互制约的，从根本上说是民本君末，君主的权力是百姓给

予的。

2.4 为政以德，教化于民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君主治理国家要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

之道。统治者首先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

素质，内心具有了德的标准，才能治理国家和社会。然后在

国家治理中施行德治，为政以德，就像北极星一样，只要在

自己的位置就会有很多星星围绕着它。道德是心中的一杆秤，

是每个人内心的约束力，是良心的体现。

教育思想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

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 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

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

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

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

3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3.1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意义

3.1.1 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政治稳定。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是在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礼崩乐坏

的春秋战国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先秦思想家们提出的

思想主张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政治稳定的。

孔子主张恢复周礼，社会按一定的礼法运行。孟子主张施行“仁

政”的治理措施，懂得“民贵君轻”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维护了社会秩序，保证政治

稳定发展。荀子主张“尊法隆礼”，礼法并重，强调在遵循

礼的同时加强法的运用，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3.1.2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有助于经济

的发展。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社会和谐发展。孔子主

张富民，减轻百姓的苛捐杂税。孟子主张恒产百姓有了一定

的恒产，内心就有了奋斗和努力的目标，从而富裕自身。先

秦儒家民本思想认为国家的治理需要处理好百姓利益、君主

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百姓富裕国家安定，百姓

贫穷国家混乱，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为了获得民心，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以德，藏富于民，

使民众安居乐业，发展生存，稳定社会 [1]。

3.1.3 文化上兼容并蓄，营造团结向上的文化氛围。

儒家“民本”思想在对待不同思想文化上，做到“兼容

并蓄”，为我所用。同时，在大力推广汉文化中，使人们遵

守社会伦理道德，改革社会陋习。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蕴含着

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人

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

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其中，适合于协调

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新时代加

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

3.2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现实价值

第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属于民本思想的核心部分，其

中包括的爱民思想、恤民思想、利民思想等民本思想对于当

代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同志说：“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立场，敬畏

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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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 90 多

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历史，

就是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的历史。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

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为当代治国理政思想提供文化自信。文化是国家

发展的灵魂所在，国家发展不仅要有物质基础和保障，更要

有文化支撑，文化发展具有继承性、持久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文化自信是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要求和原则，治理国家就要

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民

本思想内容是丰富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对先秦儒家民

本思想要理性对待，其思想提出虽然已经经历了几千年，但

其思想内容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2]。对待先秦儒家民本

思想要有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的发展从未间断，这对于文化

自信的彰显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脉相承，正

如习近平指出 :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

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

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

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

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第三，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精神动力。国家的发展需要

物质支撑，更需要精神支撑。思想文化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

精神动力，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与前进动力。先秦儒

家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

治国理政构筑强大的精神动力。精神动力与支持是无形的，

但其作用是巨大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

内容主要是围绕民本来讲的，百姓是国家的基本，是社会稳

定的关键。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注重百姓的发展需求，以

百姓所需所想作为国家发展的引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发

展经历了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思想内容得到充实与

创新，为当代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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