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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本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并无“民本”一词，多数学者认为，“民本”源于

《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春

秋榖梁传·桓公十四年》中的“民者，君之本也”。“民惟邦本”
一词，孔颖达《尚书正义》注：“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
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尽管中

国古代没有完整地出现“民本”一词，但民本思想却古已有

之。早在殷周时期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我们熟知的大

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多少便能反映出当时“领导者”为
满足民众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作出的努力。周公之时，“知小民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尚书·无逸》）等记载也表

明统治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惠民、保民的重要性。春秋时期，民

本思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孔子以“仁”为基础施行“德治”。孔子

推崇养民的君子之道，《论语》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到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民本思

想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民本思想，论

述了“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孟子是儒家民

本思想的完成者（刘夏：《孟子民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史记》记载：“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毋庸置疑，

子思从孔子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思想学说必定对孟子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就不乏“民本思想”。在《孟子》一书中

未提到“民本”一词，只是“民”字出现的频率高达 190 次，可

见“民”在孟子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孟子的“民本思想”主
要集中在《孟子·梁惠王》（上、下）两篇中，文中未注明出处的

引文皆出自这两篇。通过与君王的一问一答，孟子系统地阐

发了他的民本思想。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就民众、君主

及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民众为本，居于主要、根本的地位；

国君与政权为末，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第二，君主和任何

国家政权都不可能离开民众而单独存在。第三，民众的安居

乐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前提。
（一）民本君末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认为民

众才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在封建秩序中，君民关系的本质就是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但传统儒家却认为君“为民父

母”。《荀子》云：“夫君道，亲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
君主是父母，民众是子女，大臣官吏是保姆。孟子说：“诸侯之

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人民”既被奉为三

宝之一，足见其重要性。可以看到，儒家学说中“民”的地位始

终不断提升，关注民生已经被提到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高度

了。而孟子的民本君末说恰为其民本思想定下了理论基调。
（二）天从民愿

君主和国家政权不可能没有人民的拥护而单独存在，失

去民众，就意味着国君权位的丧失甚至国家政权的覆亡。自

古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说，这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取得人民

的信任才能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孟子》引《泰誓》之言“天视

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引《大誓》之语“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皆在于说明天从民愿的道理。孟子认为，天下是

“天与之”，而天的意志又代表民的意志。因此，可以这样来理

解：天下是“民与之”。孟子举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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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娄上》）欲得天下

则要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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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舟覆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民众只有安居乐业，社

会才能安宁，政权才能巩固；反之，民众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

得不到保障，他们便会动摇甚至推翻现存政权与君主的统

治。孟子推行王道，深知以民为本是关键，理解“安民则惠，黎

民怀之”（《尚书·皋陶谟》）。因此，为了“本固邦宁”和避免“覆

舟”之险，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与民同乐。孟子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

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与民同乐则民乐，不与民同乐

则民怨。因此，君王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必须与民同乐。孟子

进一步指出，“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站在民众的角

度为他们分忧，难么离王道政治也就不远了。
2.制民之产。对于统治者而言，人民的生活能否得到安

顿和保障，直接决定了国家政权和君王统治地位能否得到巩

固。孟子认为，首先社会生产应做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

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

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其次施行“井田

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

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

戴于道路矣。”做到这两点，就可以达到社会安定。“明君制民

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

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民有恒产，才有

恒心，就能安于生活而不思犯上作乱。
3.保民而王。孟子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爱护

百姓，推行王道，（这样的趋势）没有谁能够阻挡（王天下），也

没有他国敢来侵犯，安邦定国是推行王道的前提。第一要“推

恩”。“推恩足以保四海”，“善推其所为而已。”惠民政策要泽

及于民，应当将恩泽推广于天下百姓。国君若能做到这一点，

则不仅国内安定，四海之内也就不会再有战争。第二，国君不

能嗜杀。“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

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百姓皆愿意归

服不嗜杀人的君主，归服之势就如水往低处流的趋势一样不

可阻挡。做到这两点，则“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这样的国家，人民“心向

往之”，还有谁会犯上作乱呢？又还有谁可以来侵犯呢？

孟子的民本思想侧重于对国君提出执政建议，这同时也

是孟子推行王道政治的需要。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意义远

不止于此，下面再来谈谈孟子民本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几点启示。

三、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启示

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首先是人才选

拔问题。齐宣王问：“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属下不贤而辞退他

呢？”孟子认为应当审慎考虑，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

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

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

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君可以征求身边人的

意见，可以征求大臣的意见，但最终还应当根据民意来决定。
国家机构在选贤任能的问题上也应当参考民意，听听群众的

呼声。针对近年来公务员的选拔机制，有些专家提出了创新

意见，他们将运作的主要程序设为：民主推荐—考察—酝

酿—决定—上报（刘迎良：《当代中国公务员选拔任用方式研

究———制度选择中的理想主义误区》）。其中，民主推荐阶段

中就设有群众推荐环节。这种方式无疑可以看成是孟子思想

的现代运用，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将符合条件的优秀人

才选拔到公务员队伍中来。
其次是战争问题。从当今一系列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来

看，世界仍不太平。孟子面对武力争霸的君侯与陷于水深火

热之中的百姓，以为民请命的情怀和伟岸的大丈夫气概提出

了民本思想。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民，民心的向背决定

了孰胜孰败。当齐宣王问是否攻取燕国时，孟子说：“取之而

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解救人民的

战争即正义战争，人民为了“避水火”，会“箪食壶浆以迎王

师”，挑着热腾腾的米饭、带着保温的水壶来迎接他的军队。
非正义战争则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正如美伊之战，尽管美

国赢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但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最后是民生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

70%。近年来，国家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保障民生的关键，

又将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富民强国的保障。这个问题早在孟

子那里也提到了，他认为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能赢得

民众。好的政令能够使百姓畏服，好的教育却能得到百姓喜爱。
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

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
尽心上》）政令法治治人，教育德治治心。此外，中国对于“三

农”的投入比重也在逐年上升。2012 年 3 月 5 日，温总理在十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 年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 12 287 亿元，比上年增加

1 868 亿元，再创新高。可见，孟子民本思想已经渗透到我们

的现代生活中。总之，孟子民本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

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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