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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本思想是传统文明的历史积淀，也是现代民主的文化土壤。传统民本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以文

化形态磨砺出中华民族文明之瑰宝，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生成与发展的文化溯源提供了历史逻辑。

历经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指导、以辩证批判的科学态度为方法

在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上重构现代民主社会，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主体、宗旨、本质、方式的转换

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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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s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the 
cultural soil of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the traditional 
people-centered thought has cultivated the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ivilization in its cul-
tural form, which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logic for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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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tic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a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nds at the height of The Times, takes the marxist view of mass history as the guide, and takes 
the dialectical and critical scientific attitude as the method to reconstruct the modern demo-
cratic society on the rational core of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nd realizes the transforma-
tion and transcendment of the subject, purpose, essence and mode of the traditional people- 
oriented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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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滥觞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治国理政实践的反思和思想家的智慧，贯穿于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有着鲜明的历史特征，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具体来说，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萌芽于商周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汉唐时期，宋代以后日益完善。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萌芽于商周时期。盘庚吸收夏桀覆灭而亡的教训，提出：“古我前后，罔不为民

之承保”[1]，将民和天紧密相连，民本思想萌芽。西周统治者则进一步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

民听”[2]，将天命与民紧密相连。还有一系列的重民、惜民思想盛极一时，如“罔不为民之承保”“民

为邦本，本固邦宁”[1]等的政治主张。但在奴隶社会的背景下，“民”的地位极其贫贱、低下。传统民

本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民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对上天的崇拜

开始动摇，出现了一批开始强调人的地位的思想家，民本思想逐渐系统化和理论化。孔孟主张施“仁政”，

“为政以德”，孟子首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指出：“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2]，
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百姓的诉求；荀子将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3]，认为民

众才是决定国家的根本，都将民的地位拔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天之立王，以为民也”[3]，重

民、爱民逐渐成为诸侯争霸手段之一。我国传统民本思想成熟于汉唐时期。借鉴秦二世贱民、虐民而亡

的惨痛教训，汉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必然少不了重民思想。汉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天人感应”，

而上天的旨意便是民意，君主必须遵守，不得违背；黄老之学也主张“与民休息”，这都是爱民的体现。

汉代荀悦主张人民是国家的重要支柱；贾谊认为人民是万世之本，国家和君主、官吏都应该以民为本；

唐太宗则把人民看作君主治理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也把君民关系放在舟水关系的

高度看待。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完善于宋代以后。宋代张载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认为统治者

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要安民，要想安民就要去用心体察民生疾苦。明清之际，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推动

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民本思想日益完善。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内的思想家们认为君主专制为

天下之大害，开始猛烈抨击君主专制。 
梳理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民本思想虽有着一定局限性如根本目的是维护

统治阶级的权威、地位上君民不平等，强调民从属于君，民处于权力的边缘，并且传统民本思想产生和

发展的背景与今天大相径庭，但也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重视民生，对今天仍有

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文化源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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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民本思想的百年历程 

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社会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作用，尽管该思想受制于历史局限性存

在不少弊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中精华是中国文明在治乱循环中得以延续的养分所在。中国共产党

在百年历程中认真汲取民本思想的政治智慧，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回答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导向和理论基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就确立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充分利用辩证法对传统民本思想去粗取精，吸收合理成分以形成独具特色

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民主建设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探索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完善于新时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围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人民群众中汲取革命力量，深入群众的思想路线为党赢得民心、

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譬如，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建政的主张，初步制定了民

主制度框架，并积极组织各种民众组织丰富民主的实践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动

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工场实施民主化改革、城市建立群众自治组

织，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提出要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实现“六有”政治局面，邓小平强调要以制度化

保障民主政治的有效开展，这一阶段我国民主建设进一步发展。但在此期间，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的认识不够深刻以及“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使党在一定时期内背离了民主发展的原则，未能真正维

护和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力。这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社会民主发展需要吸取的深刻教训，借以完善更

加科学、有效的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

设道路，形成了具备科学性、真实性、有效性的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体系。邓小平提出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下放基层经济自主权，发扬经济民主”[5]，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障人民

民主。譬如，在政治建设中恢复民主选举制度，完善民主选举程序和技术，进一步激发民众主人翁精神

以加强民主参与程度。在经济层面伴随着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逐渐建立了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宗旨

的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至此无论从民主范围、程序、形式上来看，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民主进程步

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守价值立场，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在强调人民群众

主体地位的同时，以发展成果共享为目标要求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进而逐步实现人民幸福的伟

大中国梦。 

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都是传统文明的延续，积淀着历史优秀文化成果。传统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优秀

文化遗产，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基本要素是相融相通的。尽管其中弊病不容忽视，但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民

主建设的进程中从未停止用辩证思维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成分。其一，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民本重视民

众力量的思想，强调人民群众在国家兴衰、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强大力量，并将密切联系群众视为党的最

大政治优势，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其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民本在经济上“利

民”、“惠民”、“富民”等重视民生的思想，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作为党开展工作的价值追

求，以为百姓谋取实实在在的福祉奠定人民幸福的现实基础。其三，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民本在政治

上重视民意的思想，党始终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倾听百姓诉求、关心百姓疾苦、解决百姓困难，

千方百计地为民众着想。此外，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务实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众问题时的重要

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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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言之，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具有强大的现实力量，中国共产党认真汲取其中政治经验

和治理智慧，为现代民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与此同时，党在社会发展中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

所需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实现了在传承中民主主体、宗旨、本质、方式的转换与超越。 

3.1. 从“君民”到“人民”的主体转换与超越 

自人类进入政治文明以来，政治权力总需要借助某一主体力量实现运作、行使，政治主体凭借政治

权力影响、控制以及管理政治生活，维护政治地位、实现政治利益。需要强调的是，“政治权力是经济

权力的产物”。换言之，政治主体受制于现实经济如何，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其优势继而占据

政治地位，巩固并扩大该阶级或群体的权力，形成经济与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建立在以

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统治上，自然产生了以君主为代表的剥削阶级与专制统治对象的子民。在传

统民本思想中，民众从未拥有凌驾于统治者至上的地位和权力，君主始终是民本之主体。尽管其中也内

涵了“民贵君轻”的理念，但碍于重民思想仍置于宗法等级秩序之中，“无父无君”的行为更是被视为

“禽兽”。因此，传统民本思想的重民、利民、爱民等一系列主张都只是为君主实施更有效的阶级统治

所做出的准备，根本无意扭转“民从属于君”的政治关系。同时它也仅仅是在道德上对君主的治理施政

进行约束，反而为统治阶级塑造了抚恤民众、爱惜百姓的良好形象。此外，从民的称谓来看，“庶民”、

“庶人”、“小民”、“百姓”等这些对民的不同称谓都是与君王、官员相对的阶级概念，把民排斥在

统治阶级之外。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和改革成为了社会生产资料的

所有者，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中逐渐产生了培养民主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我党顺应了历史变

化，在百年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指导思想，逐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百年道路上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相比于传统民本思想，已然消除了君王子民、官员百姓这一相对立的阶级概念，

人民也不再隶属于统治阶级并真正实现了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和社

会的主人，是永恒的主体。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在短期内能够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真正民主，但在我党领

导下的社会发展和人民当家作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的基础和通往理想境界的良好开端[6]。 

3.2. 从“用民”到“为民”的宗旨转换与超越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宗旨的制定都是为实现利益而服务，任何主体的行为也都能在宗旨中找到

合理解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始终围绕封建专制制度这一轴心，试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加强对民众

统治和巩固君主地位。这也意味着，传统民本思想以及由此推行的治国政策都不可能跳脱封建社会的藩

篱，摆脱人身依附的等级关系，为民众实现更多的福祉。“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

得也”[3]、“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7]意为统治者利用民众为其鞠躬尽瘁，试图以绝对权力

控制百姓。由此可见，所谓“爱民”、“利民”等民本思想其宗旨是为了利用民众、安抚民心以期达到

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归根结底仍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而当我国进入政党政治以来，民主制度就

成为我党政治格局中的鲜明特色。“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遵循，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规制。这些理念将作为专制统治工具、对象的民众转变为合法

性的重要基石，不仅打破了传统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发挥了权力在社会主义场域下的公共性”[8]，
也充分彰显了我党将“为民”宗旨始终作为治国理政、社会发展之价值标尺的先进性。通过各种形式和

渠道的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提高民众民主意识，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时进入自由

人的联合体。由此可见，我党的“为民”宗旨契合了人类发展规律，这也是超越传统民本思想中工具性

“用民”局限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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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民本”到“民主”的本质转换与超越 

我国古代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上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严格的等级界限。在

此基础上产生的民本思想便自然内含了宗法专制的强大体制性，任何个体都无法逃脱社会关系的依附力

量，导致了民众普遍缺乏人格独立和自主意识，继而对君王、圣贤产生了崇拜心理和依附关系。因此，

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怎样提倡“民本”都无法真正实现人的独立、平等与自由等，相反它在更高层次

上肯定了君主专制的存在与统治，置民众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因此，传统民本思想在本质上不可能出现

真正的赋权于民，更无法实现人民的自由独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追求人的解放，为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矢志不渝，这样的民主思想无疑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与发展。一方面强调

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与平等身份。任何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都不存在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人身依附关系，个

人的发展更不是依靠他人赏赐。在党倡导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成长成才的机会以实现人生

价值。诚然，人们依然需要崇拜对象或英雄榜样，但绝不是交由他人决定前途命运，更不是以失去自由

平等独立为代价的发展。另一方面保障了个人的民主权益和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始终站

在人民的立场上，深知人民是赋予其他一切力量的源头，并为服务该主体切实建立了保护人民群体利益

的各项机制，真正地在社会实践中满足人民的权力诉求。总之，从传统民本到现代民主的本质来看，中

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促进了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使传统民

本思想所描绘的美好图景真正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 

3.4. 从“人治”到“法治”的方式转换与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重人文关怀、道德精神的德治社会，尽管也存在一套兼具严厉和全面的法律制度，

但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产生任何一种能够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人治”才是传统社会治理方

式的典型特征。在这一社会大环境中，提倡民本思想的先哲所追求的开明统治，通过道德上的约束和规

劝让统治者意识到民众力量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长治久安。如此，民本思想的实际

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统治者道德素养高低的影响，也会因个人不定的观念想法出现随时变动的可能。

因而，传统民本思想并未促成约束权力的群体力量的形成，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君王专制统治的势力。“没

有约束的权力终究是一种任性的权力、专制的权力，民本思想的治国方式也不可能超出‘人治’的窠臼。”

[9]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民主道路上逐渐探索出民主法制建设下民主与法律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条软硬

兼备的发展轨道。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我党

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强调要将其纳入法制化，以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确保人民民主权力的

有效实施、民主政策的有力执行、民主工作的有序推进。正如我国宪法和各项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地位和享有广泛的权力自由，还规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确保人民有效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法律的保障下，民主不再是道德层面的空谈，也不再受制于个人意志左右。总

的来说，这种以法治代替的人治的治理方式推动了我国民主从广度到深度的发展，是传统民本思想治理

方式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人民

的价值立场，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民主的本真价值，并从现实出发重构民主社会，

进一步推动了人民生活幸福由愿景到现实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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