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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政治学解读
　
杨渊浩

摘　要：中国传统民生政治观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延

续性，对当前民生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

论是我国传统民生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它们之间既有一致性又存在必然的差异性，共同

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民生政治观。
关键词：民生政治观；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三民主义

当前，民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治问题，如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的进程中实现传统民生政治观和民生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积极应对改革开放以来西

方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新时期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因此，研
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民生思想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传统民生思想

最早的民生思想源于先秦时期。当时，为了巩固国家的政治统治，同时也是出于对百

姓生存状况的同情，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在民本思想框架内纷纷提出了改善民生、建设民

生的思想，其中以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的民本思想最为突出。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既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生思想相 关 联，又 具 有 当 时 的 历 史 与 时 代 特 点。

一是当时的民生思想与君王的统治息息相关。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章句下》）的论断，将民生放在君王统治的层面上来论述，强调民生对于君王

统治的重要性。法家则主张“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

反》），突出百姓的生存对于君王统治的重要性。荀子则是直接提出“君民舟水论”，“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二是当时的民生主张与思

想家们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有关。孟子认为，“民为之道也，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

心”（《孟子·滕文公上》），君王应以“井田”的方式分配土地，使百姓能够靠自身的劳动过

安定的生活。墨子则是在以人性之爱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从下层贫困劳动者的角度出

发，形成了“一种泛劳动思想，并宣传普遍的人类之爱”（董四代，２０１１：１３），指出要“兴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从宏观角度表达了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望。道家的“小

国寡民”则是老子的理想国，在这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

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
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道德经》），这在某种程度上

表达了对百姓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的愿望。三是当时的民生思想体现了对君王自身

修养的要求。老子提出统治者要“三去”，即“去甚，去奢，去泰”（《老子·道德经》），减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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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政治活动，做事不要极端，统治者应该以一种无为的方式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孟子则指出君主

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则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章句

上》），君主要将自身的权势放在一边，与天下“匹夫”为友。墨子从君王生活的角度指出，“古者明王圣

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

卷”（《墨子·节用》），君王要崇尚节俭的生活，减轻百姓苛捐杂税的负担。四是当时的民生思想体现了

对君王“爱民”愿望的表达。儒家在“礼”的基础上，指出君主要重民爱民、“仁者爱人”（《论语》），君主要

特别重视老幼的生存，使他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通过君主的作为在全社会中实

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民生情景。道家的老子提倡“道
治”，“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道德经》），君王要实现社会的

和谐必须以民生为先，爱民治国，君主要谦逊地对待自己的百姓，不能为一己之私利而不顾百姓的生存，
努力争取百姓的爱戴。墨家则从“兼爱”学说的角度出发，指出百姓需要君王的关怀，如果所有的人都拥

有无私的爱，那么人民将不再有灾难。从这种博爱精神出发，墨子提出人生来平等，尤其在民生领域内

君王和百姓应该是平等的，“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墨子·法仪》），墨子的这种平等思想可以说是

中国平等思想的萌芽。
（二）大同思想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积极人士将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
爱等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整体设计，各自形成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其中洪秀全的太

平天国思想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中国近代大同思想的代表。

１．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其所提出的太平天国理论和主导的《天朝田亩制度》
表达了他对“大同社会”的向往，通过对传统大同思想的改造和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表达了“天下一

家，共享太平”（洪秀全：《原道醒世训》）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愿望，其基本思想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父

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农民应当和所有人一样，也应享有平等的政治

和经济权利。为此，１８５３年颁布了太平天国的思想总纲———《天朝田亩制度》，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解

决民生问题的策略，包括平等理念和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虽然洪秀全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

中国的国情，但这种平均分配的民生思想长期成为中国理想社会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

２．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

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渗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西方寻求救国之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

物纷纷在吸收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反思中华传统治国思想和统治形式，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和对理

想社会的追求，建立“大同社会”成为他们挽救国家的理想选择，这其中以康有为的《大同书》最为有名。
他认为真正的理想 社 会 应 该 是“无 贵 贱 之 分，无 贫 富 之 等，无 人 种 之 殊，无 男 女 之 异”（康 有 为：《孟 子

微·礼运注·中庸注》），“无 所 谓 君，无 所 谓 国，人 人 皆 养 于 公 产”（康 有 为：《孟 子 微·礼 运 注·中 庸

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既提出了他国家建设的道路与目标，也涉及未来国家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形

式，体现了他要求政治与经济平等的理想。在政治领域，人人平等表现为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尊贵之别，
即使官员也和普通百姓的地位一样，“官即民也，本无大小之分”（康有为：《大同书》），人的权利是与生俱

来的，既不能被侵夺也不能主动放弃。在经济领域，康有为坚持实行公有制的同时，主张奉行按劳分配

政策，增加百姓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康有为：《大同书》）
（三）民生主义

孙中山在总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近代大同

思想的民生政治观，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全面阐述了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民生就是人民

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１９８１：８１２），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

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

事情，像阶级斗争和工人痛苦，那些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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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孙中山，１９８１：８３５－８３６）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存在于三民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内，民
生主义只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经济措施的描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对国家贫弱

根源的分析。孙中山在游历欧美发达国家后深刻感觉到近代中国的落后局面，他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多

方面原因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制度的腐朽、资本的垄断导致了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发展水平

的巨大反差。其次，渴望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的统一是改变中国贫弱现状、
实现独立、富强的前提，也只有这样，中国民生建设才会避免陷入空想，必须“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

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孙中山，１９８１：６３４）。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虽然受到其阶级属性的限制，但其所

表达的民生建设的前提，即国家统一和民主制度是任何一个国家民生建设进程中不得忽视的问题，既是

对中国传统民生建设经验的有力概括，也描绘了孙中山民生建设的路线图。再次，解决民生问题要大力

发展实业和改善生产关系。孙中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底下的地位”（孙 中

山，１９８１：６２１），中国的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力落后，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工业化实现

国家致富，消除贫困，也即实业计划。孙中山制定实业计划，主张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外国人才，发

展中国的实业，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最后，重视教育在民生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

其科举制度扼杀了中国的科技创新精神，发展实业需要发展教育，改善民生也需要从教育抓起，学习西

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国家要建立覆盖全体人民的教育体系，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必要的时候可以先

引进再学习。“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则用外国之人才；我们

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孙中山，１９８２：４８１）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完全遗弃中华传统道德文化，
“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若干倍”（孙 中 山，１９８２：５３３），我们主要学习西方的先

进科学技术，对于本国文化的优良道德传统要继承和创新。

二、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

尽管各自源于不同的历史需要，但传统中国民生思想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首先，强调民生问题具有政治属性。自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和“民为邦本，本

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意识的确立，先秦时期的诸多理论学派都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

措施，这些措施的背后表达了他们对民生的政治意义的充分理解，即改善民生不仅仅是维护百姓的生

存，更是对君王统治、等级秩序的维护，君王能否巩固其专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重民爱民。
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表达了改善民生的

愿望，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大同社会应该是注重民生、保障民生的，这也是改变既存的统治秩序的重要目

标，建构理想社会和改善民生应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归结点主要在于民生

主义，民族、民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走向民生主义，他深刻怜悯中华民族贫弱的现状，力图通过民主革命

实现共和国，以实现民生主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为评价民主共和国的标准。
其次，强调国家有义务改善民生。先秦时期思想家普遍认为，君主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人，如果国家

治理得好，百姓生活安定就会得到上天的庇护，否则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灾难不断。在这种观念下，先
秦各学派都把民生建设的义务落在了君王的头上，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他们纷纷提出君王要提高

自身修养，体恤百姓的艰难，适当开展社会救助等一系列期望君王改善民生、重民爱民的思想，这些都明

确肯定了国家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义务。大同思想则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国家在民生建设方面的责任，《天
朝田亩制度》肯定了公有制土地模式下国家在社会救济、提升百姓生活状况方面的义务，康有为的大同

社会则是从类似于政府职能的角度说明国家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此时的国家已经由君王

转变为了统治阶层，国家民生建设的义务更加制度化。孙中山则是从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角度

出发，指出国家要发展生产力，即开展实业计划，同时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防止过度的贫富分化，而
这些措施的实施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政府负有民生建设的责任。

当然，在共性的前提下，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又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与时代差异性。
首先，其民生建设动机的不同。在先秦时期，民本思想集中体现了民生建设的具体内容，“民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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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认“君本”为前提的，即任何社会建设都以君王的统治为归宿。大同社会在平等理念的指引下，民生

建设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从君王转移到了百姓身上。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则不仅仅是大同思想所表达的百

姓生存那么简单，还包含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愿望，即实现他心目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共和国理念。
其次，其民生建设道路的不同。在先秦时期，民生建设更多的是针对全社会的民生问题，从全局把

握改善民生的措施，民生建设的道路主要通过君王自身道德修养和颁布一系列的文件。在大同社会的

民生思想中，改善民生更多的体现出改良的色彩，否定通过彻底的革命实现民生的发展。孙中山的民生

主义表达了革命的思想，其民生建设不同于先秦时期的自上而下的君王引导的民生发展，也不同于大同

思想中对社会的改良和不彻底的革命，他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民生的发展，突出革命的重要地位。
最后，其界定的民生内涵不同。在先秦时期，百姓是君王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给予一定的生

存援助来维护专制的统治是必要的，民生仅仅局限于百姓的生存。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太平天

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康有为的大同社会，都表达了人民生活富足的愿望，因此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成为民生建设的目标，民生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生存，关乎百姓健康发展的内容（比如教育）等成为民生

重要的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要表达了他民生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而民权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

表达了他民生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孙中山理解的民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还包

括民权主义下的政治方面的发展。受西方平等思想及其代议制度和共和制度的影响，发展公民的政治

权利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民生概念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

三、结　语

中国传统民生政治观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重要来源，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党

和政府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举措，在看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和三民主义中有关民

生建设的主张、措施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生实践同传统民生政

治观有机联系起来，汲取传统民生观的积极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政治理论，以更好地理解、解
释与指导中国特色的民生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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