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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借鉴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精髓，发挥其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从三个维度系统阐述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历史维度上探索先秦儒家社会治理的思想渊源；目标维度上将国

家安全、人民富裕和自我管理等三目标相结合；价值维度上发挥传统文化优势继续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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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我国治国理政的一项重

大课题。要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既要引入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又要汲取优

秀传统文化养分。先秦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代表，不仅在古代引领人们的思想，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先秦儒家提出有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一直推动

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因而从历史、目标和价值

三个维度，研析先秦儒家中社会治理思想，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历史维度：回溯社会治理的文化

渊源

　　先秦儒家思想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智慧，

对当时乃至后代的治国理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追根溯源，寻找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文化源

头，对于认识和学习社会治理思想具有深刻意义。

殷商时期，人们处在愚昧无知的阶段，寄

托于神明对自然和社会的治理，因而宗教主导

着人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的认知水平。 《礼

记》明确指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

罚而后赏”，在商人部落，治理社会的重要方式

是顺应神明、听从神明的指示，占卜和祭祀成

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

农业生产、政治秩序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但

这种将神明作为权威，盲目落后的政治治理方

式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造成了各部落矛盾激

化并走向灭亡。

周朝吸取商朝的教训，升华了神明的权威，

将人文精神加入到社会治理中。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将神明的权威转化为 “天”，二是

将道德、百姓元素融入到社会治理活动中。在

周人的意识中，天主宰一切并易变，而且天是

否庇护周朝政权在于统治者的德行是否符合标

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

怀”，在周人看来， “天”具有伦理与理性色

彩，正所谓 “昊天不佣，降此鞠鱐。昊天不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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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此大戾。”为顺应天意，周朝初期将 “仁”

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体现在勤政、轻罚、稳

民三个方面，提出天下太平、社会稳定的重要

因素是百姓，这为先秦儒家提出 “民本思想”

奠定了思想基础。周朝本着 “亲亲”原则制定

了一整套宗法制度，用以约束人们的义务，建

立社会等级秩序，达成社会治理目的。后期，

周幽王荒诞腐朽的政治治理，导致民生疾苦，

这也是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提出的现实原因。

二、目标维度：将国家安全、人民富

裕和自我管理相结合

（一）国家治理：构建天下大同的社会秩序

在儒家思想中，社会治理最高目标是国家

安全稳定，实现天下大同。孔子在 《礼记·礼

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将贤能和有

德之人才选拔出来为大家做事，致力于创设氛

围和谐的大同社会。

儒家对国家治理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天下为

公、各司其职、尊老爱幼。天下为公，首要是

选贤与能。儒家思想强调 “以德配位”，因而君

主和在职官员其治理能力和德行应与职位职责

要求达成正匹配。将贤能的人才选拔出来，将

“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

真正践行社会成员相互关爱，实现天下大同的

理想目标。其次，各司其职，规范社会治理，

避免社会争端和自然灾害，致力于天下太平风

调雨顺。社会分工差异使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存

在差异，因而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职位上分

为农工商士，伦理上分为君臣父子兄弟，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政治秩序的等级，贯穿封建关系

的始终。不同角色间差异，旨在明确不同层次

人员的社会地位，以此对应各自的社会职责，

以及生活待遇与生活权益，以此管控人的欲望

和需求，约束人的行为举止，维持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繁荣。再次，尊老爱幼是关爱老人和

小孩，帮助弱势群体。孔子指出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荀子主

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安置残疾人士，给他

们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乡里互帮互助，建立起

全社会援助机制，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环节。

（二）社会治理：营造富民养民的社会环境

孟子指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国家稳定、天下太平的重要因素是百姓，他们

既是社会的一部分，更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实

现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富裕民众、教化人民两个

环节。孔子强调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在人民富

裕的条件下，道德教化才有可能实现。《论语·

颜渊》提到：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与足？”富裕人民，人民富裕是国家富

裕的必要条件，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民富不

仅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更是社会积极生产

的关键因素。荀子提出 “裕民以政” “不富无

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人民富裕才有可

能理性参与社会建设。荀子还指出，国家富裕

的关键在开源节流，因此，社会治理在民生上

体现为使百姓有足够的精力精耕细作、收获颇

丰，这样，百姓有储备、有余粮，国家税收才

有保证，社会治理才高效。

养民重在教化，教化推崇 “仁义礼智信”

等内容，以榜样 “君子”的人格魅力引导人们

践行道德与人伦准则，让人们内心认同国家治

理原则，自愿归附君王。 《论语》中孔子提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处于核心地位的统治者不仅影响社会运行机制，

还关系到社会道德层次。道德教化的目标是借

助道德的引导、礼义的规范，让民众复归本性，

自觉服从道德伦理，提升理性认知水平，认同

社会治理的合理性，进而构建起互相尊重爱护

的社会治理格局。儒家道德教化不只局限于政

治制度、社会关系，还覆盖和适用于家庭关系。

道德教化使社会成员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社会井然有序，人人都是标杆和榜样，积极向

上，最终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终极目标。

（三）自我治理：将仁义作为最高的道德规

范标准

　　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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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治理。儒家提到的德治归根结底是人治，

人治在自我管理上的角色主要有三个群体：统

治者、圣人和百姓。统治者作为国家治理的领

导者，其道德水平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孔子

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施行仁政，不仅是敬畏百姓，关注广大人

民的生活，更要积极改善民生，创造条件满足

民众生存需求。孟子主张树立理想人格，而圣

人是最高的道德典范，遵循并践行仁义理念，

居仁由义且胸怀天下，克己自省而后安天下，

呈现出内圣外王的人格境界。百姓是社会治理

的主体，在百姓群体内部形成的价值观，凝结

着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引导和反映

着人们的行为。先秦儒家的价值观以仁义为核

心，推崇 “君子”的人格形象，具体体现在四

个方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古代

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百姓积极

入世的态度体现。首先要修身自省，严于律己，

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要 “喻于义”，尊崇义，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家庭

中，要 “首孝悌”， “温良恭俭让”，不懈追求

仁义道德。对于国家，则要以主人翁的姿态，

维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参与国家事务，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心怀天下，承

担社会责任，以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秩序为

个人抱负的终极目标。

三、价值维度：奠定儒家思想正统地

位和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当下治国理政都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奠定儒家思想

的正统地位

　　法家、道家和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家的社会治理思想是

“法治”。法家学说提出 “性恶论”，唯利是图、

个人主义是人的特质，为规避人不能克服的本

性，法家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是 “法”，因为法具

有强制的威慑作用，便于惩戒，规范民众行为。

法家重刑罚、轻奖赏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秦朝时

期被统治者大力倡导和推崇。初期确实发挥出

显著的维护社会秩序作用，实现了富国强兵的

预期。但是，由于法治是硬举措，不能满足群

众的道德软需求，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

直至秦朝灭亡。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道德上无

欲无求，社会治理则轻赋薄敛，与民休息。但

是，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的度难以把握。儒

家社会治理主张 “主德刑辅”“爱民富民”“仁

者爱人”等理念，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借助

仁义、礼法等治理手段，致力于实现国富民强

目标。汉朝以秦朝的失败为鉴，在先秦儒家思

想基础上继承发展，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建议，为政以德，奠定了 “文景之

治”的基础。唐朝之后，统治者继承先秦儒家

思想的内在精华，持续推崇儒家思想的 “德治”

举措，促使儒家思想确立了之后两千多年的独

尊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统治的正统思想。先秦

儒家社会治理理念契合统治者的政治策略，在

思想层面上影响后代儒学家，使得后来者继承

先秦儒家思想精髓，基于现实发展需要，推动

社会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二）先秦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的终极理想是 “天下大同”，实质

上是人人为公、政通人和。统治者和官员济世

救民 “忧天下”，担当社会责任，致力于为百姓

谋幸福。 《论语·泰伯》提出：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执政者尊奉

天下为公理念，社会治理的重点是百姓安居乐

业、各司其职，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之理想。面

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得民心者

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

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

存亡。”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价值引领，执政为民就是要与人民同呼吸，密

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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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以民生为本。先秦儒家思想主张

养民富民。孔子提出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

子提出 “制民之产”，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这些

思想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先，民富是国家强、国

基稳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国家提出推进共同

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体

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目标是社会民生

改善，社会民生最重要体现是教育问题，儒家

教育思想强调教育对德行和人伦的塑造作用，

就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方法与实践、德育和修

养、教师和学生等方面对当代有着很好的启迪

和借鉴作用。孔子首先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

扩大受教育群体。新时代，国家提出 “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培养贤能有德的人才，涵育以

德、智、体、美、劳为一体的综合型人才，培

育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投

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入推进新时代社会治

理能力现代化。儒家以 “仁义”为核心，教化

人们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

勇”，倡导克己修身、舍生取义、孝悌忠信、心

怀天下、奉献自己。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理念吸

收儒家对于人伦的教育思想精髓，创新教化人

民的方式，将仁义融入到新乡贤、乡规民约、

道德评议、积分制、信访评理、人民调解、心

理服务等。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身文

化素养的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

行，爱国主义情怀的培植等，正是儒家教育思想

在个人价值方面的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与

当代社会治理思想相结合，增强人们的主体意识

和自觉意识，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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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三重维度下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