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2, 11(6), 1718-172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293  

文章引用: 高忠原. 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J]. 哲学进展, 2022, 11(6): 1718-1722.  
DOI: 10.12677/acpp.2022.116293 

 
 

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高忠原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6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26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8日 

 
 

 
摘  要 

民本思想启蒙于商周，成熟于春秋战国，流行于后世两千多年。孟子作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民本思想家

之一，其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位对于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

发，将古代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深入探析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升新时代党和国家治国理政中的能力和

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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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was initiat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matur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and popular in the later two thousand years.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folk thinkers in ancient China, Mencius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give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xpounding on the folk thought from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cology, and promoted the ancient folk thought to a new height. An in-depth study of 
Mencius’ people first though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promoting the five-in-one overall plan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and level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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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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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古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

内涵丰富，源远流长，集中表达了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智慧。它启蒙于

商周，成熟于春秋战国，流行于后世两千多年，对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乃至当代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所谓“民本”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的创新和凝练。在古代，民是与君或官相对

立的统一体，民是指百姓或庶民。民本思想是在传统政治框架中君、民二元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本

是相对于君本而言的。总体而言，民本思想是基于统治者对于人民群众作用的理性认识之下，以百姓作

为国家和政治统治的根本。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关注民生，顺从民意，实行仁政，才能

赢得民心，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民本思想是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1]。 

2. 民本思想的溯源 

民本思想最初源于早期的神本思想。在前文明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认识自然、改

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对于自然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先人们认为客观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都是由天来主导的，上天或神主宰着的世界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神秘主义色彩下，天道

观念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世界观。 
在天道观念的影响下，统治者借助天意来解释政治权力的更替以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所有人世

间的政治活动都是神迹、都是天启，所谓政治就是天意政治。”[2]夏建立时“有夏服天命”之说，商汤

灭夏时则有“有殷受天命”之言，周人则宣称“受命于天”，如《尚书·康诰》中有“天乃大命文王”

之说。由此可见，这种“受命于天”的天命思想成为了早期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化依据。 
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历史的进步，抽象的天道观逐渐演变为民意，社会价值观念逐渐由最初的“尊神”

转向后来的“贵民”。“天工，人其代之”、“赦天之命”(《尚书·皋陶谟》)上天创造了万民和万物，

天意也需要具体的人与事来落实，所以为了管理万民，上天挑选了君主作为民之“主”来代替上天行使

政令。君王的职责是实行上天的意志，但上天的意志归根结底还是百姓的集体意志。在天意与民意的关

系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天

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尚书·皋陶谟》)天意顺应

民心，民心又代表天意，天意就是民意，二者始终是一致的。君王不仅要上应天意，而且要下合民心。

由此，神本逐渐转向民本，神权政治逐渐走向君权政治。总体而言，民本是神本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民本最初起源于神本，但是“无论是神还是民，作为‘本’，都是理解宇宙变幻、时局更替、权力流转、

生命繁衍的观念工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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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内涵 

孟子身处战国诸侯纷争时期，长期的分裂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所以孟子十分同情和关爱百姓的生活

状况，同时在对朝代更迭的历史反思中，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民心所向对国家形态的鼎革作用。作为儒学

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创造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将传统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

度。 

3.1. 经济上：“制民之产”的富民思想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古往今来，但凡有才

干、有谋略的政治家都格外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孟子也不例外。“故明君制民之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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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民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认为以民为本，必须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要“制民之产”，使百姓拥有一定的物质生产能力，即

使遇到灾年也能解决温饱，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有老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才

能有利于统治者的管理。其次，要在政策上为百姓“减负”。第一，要正确的划分清楚土地的经界问题。

所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

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只有明确地划分田界，保证收入的相对公平，邻里之间才

能和谐友善，守望相助。第二，要减轻赋税。所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

心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在此，孟子告诫君王要用之有

度，有所节制，要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人们安居乐业。 

3.2. 政治上：“民贵君轻”的贵民思想 

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赞成天

道观的看法，认为君权神授的，上帝立君是为了照顾和管理百姓的。“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与传统的“以德配天”观相适应，孟子也认为君主的神授之权只有倚助于

“仁政”才能长久地保持。“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通过总结桀纣失天下的教训，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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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君王得天下

有其基本的规律，即要得天下，必先得天下民，而要得民必须真正的得民心。因此，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才是最大的政治。在民与君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上，孟子深刻地指出“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

心章句下》)最后，为了实现王天下的目标，统治者还要与民同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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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

只有真正地关注民生，倾听民意，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和支持，实现王天下的目的。 

3.3. 文化上：“明人伦”的教民思想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不仅要满足

百姓的物质需要，使其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要以教化民，通过教育提高百姓的道德修养，

使其明人伦之道。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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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章句上》)在孟子看来，教育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地位不言而喻，它是实行仁政、

获得民心的有效法宝。“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通过兴办学校来进行教育，学校

教育的目的在于“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所谓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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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同时，做人做事要发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3.4. 生态建设上：“不违农时”的养民思想 

民之大事在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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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夺农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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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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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强调百姓

要注重农桑生产，做到不违农时，合理地发展生产，使得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也”，这是仁政的开端。

在孟子看来，自然界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合理地利用自然，

注重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自然的回报才是慷慨的、丰厚的。 

3.5. 选拔人才上：“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人才是国

家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资源，在人才任用上，孟子强调不仅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而且要知人善用，使

得“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调动其参与政治建设的的积极主动性，

进而为国为民做贡献。在选拔人才具体方法上，孟子指出“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

可不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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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子·梁惠王章句下》)在人才的认用和罢免上，孟子认为必须要谨慎对待，严格考察。即使左右亲信和士

大夫的建议都未必可取，要以国人的意见为参考，并且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才能加以的认用或罢免。 

4. 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种治国治民的有效方略，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为君王“无敌于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具有

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其以民为本、贵民富民的价值取向却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尤其是其“民

贵君轻”思想的提出，不仅将“民”带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且将古代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

高度。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智慧的结晶，所揭示的深刻的执政规律，为新时代治国理政

提供着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4.1. 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文化基础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

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孟子强调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并

将民众提高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其考察历史的兴衰治乱、成败得失之后而得到的有关治国理政的规律

性认识，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重要来源，其“贵民”“爱民”“养

民”等理念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构建提供着文化土壤，对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思维方式、

方法原则和价值诉求的结构都具有重要启示，是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回归与升华，使“古树开出新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观，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与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立足

于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本思想所延续的文化基因，剥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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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本真价值，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3] 

4.2. 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首先，孟子的富民思想是基于当时“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残酷现实而提出的，他提出要通过制

民之产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使百姓摆脱贫穷和饥饿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为

了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党中央将脱贫问题摆在最突出最优先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

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上升到国家全局战略的高度。党中央提出

的精准扶贫的政策，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目标，是新时代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

对孟子制民之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只有民富才

能国富，只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我们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孟子强调不仅要富民，使百姓生活富足，也要以教化民，使其明人伦之道，这与我们秉承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念相契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安定团结、经济

的富足强大、科技的尖端高新和社会的活跃振兴，也包含着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价值观的强盛有力。”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指明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

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具有价值引领的功能和

作用。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

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面对新时代我国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

点，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强大功能，将其贯穿到国民教育全过程，引导人们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使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人们头脑，形成价值共识，规约人们日常工作生活。 
最后，在农业生产上孟子主张“不违农时”的养民思想，其在本质上是在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理念。人类源于自然，自然又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

基本条件，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想要实现长远的发展，必须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

然发展的规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是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要给自

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孟子的“不违农时”的养

民思想蕴含着中国民族几千年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的生态智慧，表达了对于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心，

对于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都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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