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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治理方法和治理思想，倘若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社会将会处于

一片混乱之中，经济发展滞后，人心涣散，因而有效的社会治理至关重要。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仍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概述、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以

及对于当代社会的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对汲取优秀的社会治理思想，从而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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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s inseparable from effective governance methods and gover-
nance ideas, if there is no set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system, society will be in a state of ch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lags behind, people’s hearts are scattered, so effective social governance is 
crucial. A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is broad and profound,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it contains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overview of Confucianism, 
the implicit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bsorb excellent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and thus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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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长效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现

在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打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突出指明要加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而儒家思

想作为我国的正统思想，推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检验之

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引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警醒我们要运用不断发展的眼光

来研究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今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我们的实践和实际运

用中及时进行调整和创新。 

2. 儒家思想的概述 

自孔子开创儒学以来，至今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以及生产力的逐步提

升，儒家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按照历史阶段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他为了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潜心致力于研究周礼，又经过总结和发

展了夏、商、周三代思想的原有根基之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初创儒家思想。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均生活在这个时代，对于孔子儒家思想的发展两位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作

用。孟子汲取了前人的思想，加之自己见解，予以创新。扬“政在得民”，抑名目繁多的杂税，自主权

一部分下放给农民，不侵占，不打压，实行宽松的刑政和薄税，其思想的重心在于“政”，倡导要施“仁

政”[1]。荀子的思想重心则在于“教”，因而，他重礼而敬师长。在本性论的争辩中，则力挺“性恶论”

的主张。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显著的特点：倾向于礼乐和仁义，理想主义浓厚，在社会秩

序严重混乱，兵戈扰攘，礼坏乐崩的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把和平稳定的希望寄付在统治者的身上，显

然是不够成熟和现实的。 
西汉时期仲舒的新儒学：他在原有细致的政策之上鉴戒模仿学习了道、阴阳墨家和儒家中助推于封

建帝王进行统治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至此，儒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将儒家思想的发展进

步灌注了新的血液和营养，增添了活力。在此之后，儒学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停留局限在理论的层面

上，也开始逐渐的将政治制度融合在一起[2]。 
魏晋南北朝时期：独尊汉代儒学的一统局面得以破之。紧随而之的道教缓缓始起，佛教也应运而生，

兴盛了起来。此刻的发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和创伤，发展前景十分严峻。而在这种时候，就产生

了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了儒家的易经。 
宋明时期，儒学得以重振和发展。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之理学，把个人的修养看的尤为重要，力倡“存

天理，灭人欲”。共在这个时期的还有王守仁和陆九渊的“陆王心学”。清朝时期，儒学逐渐的转变为

考据学。主要是顾炎武“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黄宗羲倡“法治”反“人治”的思想以及王

夫之的气一元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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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概述，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整体概述和了解，进而再来细致的学习其儒

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好的理论铺垫。 

3. 儒家思想中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3.1. 孔子——“外仁内礼” 

春秋末年，这时的周王朝各诸侯纷争不断，社会极其不稳定。孔子毕生致力于对周礼的研究和学习，

将恢复周礼作为所要追求的鸿鹄之志。孔子倡导“道之以德”。在孔子看来，德不仅仅属于管理手段的

一种，且又可以作为众多的领导方式之一，在管理中发挥始末的突出优势，为仁的智慧上升到为政的治

国大道。同样，在社会治理的思想之中“礼”也是被孔子所提及的，“礼”弥补了我们缺失的规范。在

传统社会中的“礼”“德”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仁义

礼智”中的“礼”，除了我们要回到历史追根溯源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思想注入和融会到当今

的社会生活之中，发挥它的时代价值。“礼”长期以来作为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发

挥了无可代替的价值。在道德教化的强调中以及礼仪规范的讲究之中，同时孔子并没有放弃，要用刑法。

他主张该用刑法的时候，还要用之于刑法作为他的辅助手段。 

3.2. 孟子——“仁义并重” 

战国中期是孟子生长的年代，他把以学习和传播孔子所建立的儒学为一生重任，励志要成才后像孔

子一样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之中来把儒家思想传播弘扬下去，借于此来完成社会理想的目标。在孟子看来，

因为人们拥有恻隐之心，有仁义的本性所在，通过自我约束和行为的规范，逐步的实现自己的自律。他

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我们每个人都要从孝敬孝顺尊敬自己的父

母开始，只有好好地爱护孝顺自己父母，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孝道有可能去关心爱护社会上的老人；

同时我们也要尽心尽力，全心去意的去爱护自己的孩子，做到真真切切的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为

了孩子的一切，从而当社会上出现了需要帮助，有困难的孩子的时候，才能伸出援助之手去爱惜别人的

孩子，这就是我们儒家思想中所说的“仁”的真切体现[5]。在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之后，孟子机智而又

灵敏的认识到民心向背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主张要关注民生，赢得民心，取得民意。提出

我们一切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关注民意，以民为根。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 

3.3. 荀子——“隆礼重法” 

荀子在整理分析百家之长的根基之上丰富了儒家学说，形成了以“礼治”为显著特点的、属于自己

的一套社会治理思想。荀子极其看重“礼”。荀子在基于现实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要追

逐利益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人之常情。那么儒家思想中的“礼”则是对于人们一味地无限制的去追

求利益的一种行为约束和规范。荀子提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6]。“礼”则是介乎于义

与法之间的一个范畴，他冲破了孔孟二人思想中重礼轻法的局限性思维，因而，他所提倡的也被两千多

年来的封建统治所接受并予以采纳。同时他从承认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出发，密切关注百姓与国家的富裕

问题，以及百姓与国家得益致富的发展生产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与思想。综上他的治理思想显得

更切合实际[7]。 

4.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儒家思想自春秋时期诞生以来，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它所有的社会

治理思想也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习总书记说过“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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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8]。全球化进程在不断

地加快，文化交互也日益的频繁，在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新时代，需要我们去潜心钻研儒家思想体系中

所具有的社会治理思想，摄取其中的精华所在，把其精粹的思想与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契合到最佳

状态，把援古证今的价值发挥的淋漓尽致，助力法治社会的构建。 

4.1. 构建“德法并用”的现代社会规范体系 

儒法并行、道德为主刑为辅、与传统礼法结合、尊礼崇法是符合中国人传统社会治理思维的方法核

心[9]。与先秦社会相比，今天的社会早已经历了千变万化，不管是从综合国力还是就国际地位而言，也

无论是从生产端还是消费端来剖析，今古均不能同日而语。在当前社会，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虽已经被

建立，甚至已始向法治社会去一步步地迈进，但是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也依

然很是多。无论在经济生活中，还是政治生活中，都有漏洞，法律不能包办一切，需要辅以行之有效的

德治，在实践的操作运行之中，严格的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其中的“依”法治国的“依”

和“以”德治国的“以”，表达准确，严格要求，不能换位。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在推进社会的治理

过程之中，法治则发挥着保障性、规范性的作用，而德治则起到了约束性，是一种行为的规范，较为灵

活变通的方法。 
理应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的学习和有效的引用，废除属于封建传统中不

合理的地方，发现契合时代特点的思想精华和结合点，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5]。运用德治和法治相得益

彰的辩证思维，法德治共举，不可偏废的道理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只采用任何一种方法来治理国家，

均会造成国家的衰败和灭亡。现如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可以将两者合力并用，形成极大的力量，

释放无限的正能量。 

4.2. 坚持以“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为基础 

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政府统一，人民富则国家盛。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时刻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从人民的切实需要出发，在推动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之中，心系

人民大众，善于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并及时合理的加以解决问题。要不断的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多渠

道的就业机会，改善居民分配收入，合理有效控制收入差距。通过国家帮扶，政策倾斜和社会投入来逐

步解决人民在就业、医疗救助、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机构和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基本民生问题，提

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要确保精神生活的富足，从而奠定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其中，要尤其重视农民问题。改善民生，是老百姓最大和最长久的期盼，也是我们进行社会治理不

可忽略的任务和职责。只有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安宁美好的生活，党和政府的政策才能得到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百姓发展生产的干劲和热情，激励他们

贡献更多地智慧和力量，进而推动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早日实现[10]。 

4.3. 与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相融合 

孝悌是修身之本，是我国优良美德的典范。修身养性、家庭治理、管理社会、天下太平，都是以孝

悌为基本。新时代社会管理现代化更应立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11]。“家”既是国家的“家”，也是

家庭的“家”。家庭作为道德品行教育的第一场所，家庭教育的核心是优秀的家教家风。孩子的家庭教

育应得到充分的重视，父母要从言传、身教等多角度切入，以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家

庭教育中怎样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是个非常巨大和复杂的课题。俗话说子女的第一位教师是自己的家

长，所以家教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教育与发展成才。随着社会的前进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所

需要掌握的新的知识会更多。作为父母也应随时表现出求知向上的品质，为孩子做好表率。良好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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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能够对孩子的品行和行为习惯的培养起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从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

的行为和品行。正如歌词中写的那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只有“小国”的不断发展与强大，

“大国”才能更加的稳固和坚毅。因此，家庭教育不仅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更为社会和谐、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的重要基石。 

5. 总结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无论是对儒家思想的概述，还是对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的阐释，

归根结底是要总结出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的启示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脚步。深刻地去解读儒家的

社会治理思想，为我国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打开了一片可以透过意象传达思想功能的新天地。

重视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在实际的社会治理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实际来更好地运用，以此促

进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带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从而推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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