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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发展、形

成于春秋战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

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等一系列从历史兴衰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有

关民本思想的理性认识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经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阐释，不断丰富、完善，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

治国理政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时期。那

时，贫民暴动，尤其是武王伐纣的成功，让人们认

识到民众的地位和力量。先秦典籍《尚书》中出

现了“重我民”的思想。一般认为，《尚书·五子之

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一词的最

初来源，由此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经典

表达。

民本思想一经产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

想界激起了共鸣，《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还提出

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此后，历代都有思想

家对这一理念进行阐发，如西汉贾谊在其《新书·

大政上》中强调国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闻之于

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

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核心观念

是顺应民心。自商周以来，统治者清楚地认识

到，民心便是天命所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提

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

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说道：“桀

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将得民心看作得天下的

关键。自古以来，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意

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盛衰治乱的重要因

素，只有遵从人民的意愿，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

目的。

在君民关系上，民本思想体现为“民为贵”的

观念。先秦思想家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荀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君

民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

舟，水则覆舟。”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使得民本

思想再次受到关注。唐太宗君臣总结出“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的至理名言。清初启蒙思想家黄

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倡导“古者以天

下为主，君为客”，同书中《原臣》篇提出“天下之

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在国家治理观念上，民本思想体现的是为政

以德。商王盘庚曾提出“施实德于民”，周公提出

“敬德保民”。《尚书·尧典》称：“钦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论语·

为政》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为政以德要求君主施政以仁，凝聚民心，以

达到国家安定、人民安乐的目的。

在国家治理实践上，民本思想体现为重视民

生。民生联系民心，民心则关乎国运，治政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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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等民生政策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

位。《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荀子·富国》主张君主对民众应当“利而后利之，

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宋代思想家程颐以顺

民心、厚民生、安而不扰为为政之本，提出养民之

道在于爱惜民力。清代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以富

民为宗旨，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倡导“切于民

用”的“工商皆本”，认为赋税一代比一代重，“是有

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仇也”，提出“授田于民”，轻徭

薄赋，“遂民之生，使其繁庶”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经由数千年历史的洗礼，民本思想在历代王

朝兴衰中不断发展、完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

和社会生态。

民本与君本

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结晶，具有鲜明

的中国特色，在我国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它以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历代治理实践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正确认识民本思想的价值和局

限，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重要意义

和价值。民本思想产生于夏商仰尊天命，“事鬼敬

神”“率民以事神”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左传》引虢

国史官史嚚的话：“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

神。”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

和社会生产中的价值。“民为邦本”是民本思想的

核心，民被看作是国家政治之本，“民”的地位和作

用也被提高到维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民本思想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君权。为保持社会政治清明和

正常运转，统治者要把民众的意愿、利益作为决策

的根本出发点。

在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使

民以时”；为官者要节用爱人，体察百姓疾苦。在

民本思想影响下，统治者重民恤民裕民，推行有利

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维护政治体制的

秩序。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许多共同特征。一

般而言，盛世都是大乱之后，王朝新一代统治者总

结历史经验教训，适时修正前朝治国理政思路，顺

应民心，推行利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

终实现盛世的目标。由此可见，民本思想是实现

盛世的重要理论基础。

当然，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比

如缺乏制度的保障。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

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由明君贤臣、清官廉吏

来倡导和推行这些民本政策，缺乏应有的制度和

法律的保障。再比如，民本思想服务于统治君主

的立场。传统民本思想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基础之上，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是为了“邦宁”，孟子的“民

贵君轻”也是为了“保民而王”。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本思想往往被当作统治的工具，统治者的“重

民”实为治民之术。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立

君为民”，但民居于社会下层，又被称为庶民、黎

民、草民，处于与君相对的被统治地位，凌驾于民

众之上的统治者充其量是赐民恩惠，“君为政本”

“君为民主”才是最终目的。这使得民本思想在推

行的过程中，实际由民本变成了君本，民众只能在

求取温饱的底线愿景中苦苦挣扎，终究无法摆脱

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发展

的一大特点是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就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

律这个问题，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进行

了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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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人民的监督，跳出“历史

周期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

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

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在社

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践行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为本”的思

想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恩赐”惠民。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传统民

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进一步的创新性

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

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

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加以阐述。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则得国，失

众则失国”，这些引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

频频出现。他始终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

在人民。“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就是

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

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学习

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

人民推进改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民

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坚持群众路线。

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将是否坚持群众路

线上升到是否遵循历史规律的高度。他指出，群

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

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

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

胜。他还提出了我们党遵循群众路线的四个方

面：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

工作。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

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我们要将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反对、喜悦和不满以及承诺和不赞成视

为衡量各项工作得失的基本标准。

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70年来，

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人民是建设者，

更是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

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共产党

人的终身追求和奋斗目标。他强调社会主义的

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体人民。基于这一崇高的使命担当，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拓

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党的事业与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

（本文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研

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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