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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体

系、精神世界和一脉相承的精神追

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重要

滋养。中华文明中包含着丰富的人

文思想，历来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和

对人的关怀，是中国当代人权观的

重要思想渊源。

保民惠民理念是中华

传统人权思想的重要体现

《尚书》作为儒家经典，汇集

记载着我国古代早期的政事活动。

这些史料表明，我国古代政治家在

治理实践中，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十

分重要的理念，即保民惠民理念。

从历史渊源来看，保民惠民理

念可以上溯到黄帝轩辕所在的神农

氏时期，源自公孙轩辕增强实力、

赢得诸侯支持、战胜暴虐的成功实

践。据《史记》记载，“轩辕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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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农氏不能征”，其中“蚩

尤最为暴”。而轩辕通过“修德振

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

四方”，以及“习用干戈”“教熊

罴貔貅貙虎”，使得“诸侯咸来宾

从”，终与炎帝战于阪泉、与蚩尤

战于涿鹿，并取得了胜利。“诸侯

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

黄帝”。(《史记》第一册，中华书

局 1959 年 9 月版，P3)

在古籍经典《尚书》中，保

民惠民理念是贯穿始终的。《尚书》

开篇《尧典》中的帝尧，就是一位

保民惠民的君王形象。而帝尧本人

也是黄帝之后、帝喾之子。据《大

戴礼记》记载，“黄帝产玄嚣，玄

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

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

《尚书·尧典》是这样描述帝

尧的，说他能够“克明俊德，以亲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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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要求官员们善于听从

民众的意见，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

的人。之后的商、周都继承了这个思想。如殷商的盘

庚对官员们明确提出 ：“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

《尚书》记载的《洪范九畴》中也要求“无虐茕独”。

而周朝的周公曾教育康叔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

孙孙永保民”，“无胥戕，无胥虐，至于属妇，合由以

容”；告诫成王要“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不能“乱罚无罪，杀无辜”等。

保民惠民的人权思想内涵还体现在“养民”“好

生”方面。《尚书·大禹谟》中明确提出“德惟善政，

政在养民”，认为德政才是善政，善政在于保护好、养

护好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即治理好金、木、水、

火、土、谷六方面的事务，治理好水患火灾而使自然

万物生长繁荣，还要“正德、利用、厚生”，端正人的

品行，发展生产和贸易，使百姓拥有丰裕的生活条件

并和睦相处。《尚书》中还提出君王官吏要有“好生之

德”，要使“万民生生”，要任用那些努力使穷困的人

获得生存而安于所居、使臣民生财致富的官员，而不

能依靠那些贪财聚货的人治理社会，“不肩好货，敢恭

生生”“生生自庸”，因为只有“生民保厥居，惟乃世

王”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世世代代为王天下。

注重维护和保障民众生命生存、自觉把民众百姓

生生发展放在重要位置的治理理念，在于我国古代政

治家能够比较早地对邦君与百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辩证关系有一个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比如，舜帝曾

说道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

罔与守邦？”（《尚书·大禹谟》）这就表明舜帝已经明

确意识到没有臣民就不可能有君王，君王的统治地位

是相对臣民的被统治而存在的，正如没有了“左”就

无所谓“右”，没有了“上”也就谈不上“下”的道理

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尧典》里记载了尧帝的一些保民惠

民的基本措施，比如，命羲和等官

员根据日月星辰运行情况来制定历

法，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等重要时节以“敬授民时”，教引百

姓按照时节从事生产 ；还有为使百

姓避免洪水侵害而择官选人治理洪

水等。《尧典》还记载了舜帝受大命

后的一些保民惠民的举措。比如，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通过图画

五刑方式教育民众有所儆戒，以流

放代替五刑的肉体处罚 ；任命契为

司徒，针对“百姓不亲、五品不

逊”而以宽厚的方式“敬敷五教”，

教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道德

规范 ；任命夔去教育年轻人要养成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

无傲”的品德，等等。这些保民惠

民措施体现了我国古代一些重要的

人权思想脉络，包括注重保障生活

资料的生产劳动以避免饥饿、维护

生命的生存，注重教化引导而不滥

施刑罚以避免肆意侵害无辜生命的

行为发生，注重道德养成以避免人

与人之间的彼此不尊重甚至相互傲

慢、暴虐的现象出现，等等。

保民惠民治理理念还包括不虐

待不欺压弱者、不抛弃穷困之人、

保护妇女及瘝寡孤独的人权思想内

容。舜帝曾说道 ：要“稽于众，舍

2023-09内页.indd   27 2023/8/30   14:53:27



  028

博览群书  2023/09

一样，没有被统治的子民百姓，也就谈不上什么君王

统治。因此，如果君臣们不能够谨慎地从事政务，去

满足百姓的愿望、解决他们的生存生活问题，如果统

治者不将子民百姓保护好、治理好并使其生活安定富

庶，那么子民困穷，也必然导致邦君失去其所享受的

福禄，也必然导致君王统治的终结，所谓“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舜帝提出要“儆戒

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罔违道以干

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等。《尚书》在《五

子之歌》中进一步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观点，强调要敬民畏民，“予临兆民，懔

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殷商以

后继续秉持和丰富这个观点，认为“民非后，罔克胥

匡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尚书·太甲》），“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并进一步提出“匹夫匹妇

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子民百姓如果不尽心

尽力，君王就做不成任何功业（参见《尚书·咸有一

德》）。这与后来儒家所主张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

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

财此有用”等观点都是一致的。

从人权思想渊源方面分析，《尚书》中还有关于尊

重人格的思想脉络。尊德重贤是贯穿于我国早期政治

实践中的一个传统。在尊德重贤的基础上，周朝统治

者进一步提出要尊重人格的问题。如在《尚书·旅獒》

中太保召公就提出“德盛不狎侮”的观点，因为“狎

侮君子，罔以尽人心 ；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玩

人丧德，玩物丧志”等等，因此，只有尊重人、尊重

贤才，才能得人心、尽其力。

保民惠民理念源自敬畏上天

我国古代早期政治家提出保民惠民理念，是与其

“敬天”理念结合在一起的。在他们

看来，上天是主宰一切、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天命不常，天可以降

福也可以降祸。之所以要保民惠民

敬民，也是因为民与天的关系。

首先，我国早期政治家认识

到“民”是“天胤”，即是天之后

代、“天之子民”，“王司敬民，罔

非天胤”，“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因此，对“民”不

能肆意虐待、过分盘剥、随意杀

戮，否则便会违反天意，上天会

降下灾祸。上天是保佑下民的，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

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如果君

王“结怨于民”，也终将“自绝于

天”。在这里，天与民在一定意义

上被认为是同一的，“天聪明自我

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因

此，敬天也就要敬民。保民即是

敬天，敬天必须保民，否则会遭

到上天的惩罚。

其次，认为不仅“民”是上天

的后代，君王也是上天为保佑百姓

而给予的。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时

说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惟其克相上帝”，上天为了帮助下

民，为下民设立君主、师长，就是

希望他们辅助上帝、爱护和安定天

下百姓，而商纣王却不好好地帮助

上帝治理百姓，因此要奉行天命予

以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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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国古代统治者还认

为，各种官职及礼仪刑罚的设立也

都是天定的。“天叙有典，敕我五

典五惇！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

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

五用哉！”因此，要按照上天的意

图治理邦国，“达于上下，敬哉有

土”（《尚书·皋陶谟》），否则就会

受到上天的惩罚。比如，夏王启时

期的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

正”，九功不叙，上天因此要予以

惩罚、断其国运，夏王启便替天行

罚，“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再如，

商汤伐夏时也强调“有夏多罪，天

命殛之”，《尚书》记载商汤的话

说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

罚，予其大赉汝！”

敬天保民根本在于循道

既然上天是主宰一切并且天

命不常，能够降福也可以降祸，

因此早期统治者认为，要维护好、

巩固好自己统治的根本在于循道，

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与《易

经》上所说的圣人要“极深而研

几”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

务”的道理是一致的。

比如，舜帝的大臣皋陶提出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认为统

治者不能贪图安逸、放纵欲望，是因为事情每天都在

千变万化。禹帝强调要遵道而行，“惠迪吉，从逆凶，

惟影响”（《尚书·大禹谟》）。舜的大臣益也强调要

“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要

慎、勤、克制，这便是遵道而行的要求。殷商的伊尹

同样认为，“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匪常，九有一亡”（《尚书·咸有一德》）。周朝的周

公旦在告诫康叔时也强调“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要求认真地履行职责，敬慎地对待和分析所见所闻，

这样才能治理好百姓而世享福禄。

正是基于敬天循道保民的统治需要，我国早期

的政治实践进一步提出“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的

从政要求，强调官吏们要谨慎地行使职权，恭敬地做

好事情，不允许大小官吏暴虐贪残、侵夺百姓、贪

赃枉法，由此也形成了对官吏修身养德的要求和规

范。舜的大臣益强调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

百姓以从己之欲”，要“无荒无怠”（《尚书·大禹

谟》）。要求大臣们奉守法典常规、尽职尽责，“各恭

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尚书·盘庚》），不能放纵

情欲而游于逸、淫于乐，违背职守，否则就要受到惩

罚。《尚书》记载舜帝通过巡视、考绩等方法“黜陟

幽明”，罢免昏庸官员，提拔贤明官员，并“鞭作官

刑”；再如夏虞书中记载羲和因沉迷于饮酒而玩忽职

守，搞乱了天时节令，胤侯便奉命予以征伐并“歼厥

渠魁”“咸与维新”。

敬天保民制约着统治者的荒淫无度

我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敬天循道保民理念，从一

定程度上也制约着统治者奢靡荒淫、贪残暴虐。《尚

书》史料表明，早期政治家在总结丧失政权、王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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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原因时，大多归于统治者奢靡荒淫、逸豫无度、贪

残暴虐。比如，认为夏启的儿子太康失去王位，是因

为不务正业、贪图安逸享乐。《尚书》记载，“太康

尸位，以逸豫灭厥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

表，十旬弗反”，致使“黎民咸贰”，有穷后羿“距于

河”。再比如，夏桀王虐政荒淫、灭德作威，不务德

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致使成汤兴师伐夏。商纣王

更是如此。《史记》记载商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

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

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

其中”，为长夜之饮，“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周武

王于是率诸侯伐纣，“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

古代统治者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在一

定程度上反对荒淫无度、暴虐臣民，要求保民惠民、谨

慎待民。如《尚书》中《五子之歌》所述大禹训示就

强调待民要慎、勤、敬。大禹说 ：“予临兆民，懔乎若

朽索之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强调不能纵情声色

狗马，贪于享乐安逸，“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

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殷商也明确认

识到“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

违，自作孽不可逭”的道理，并进一步提出，君王亦

需修身，“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要“子惠困

穷”“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尚

书·太甲》）。殷商时期还明确提

出，君王应当像先王成汤那样“改

过不吝”“从谏弗咈”，成为日后言

谏制度的发端。

总之，记载我国早期政治实践

的《尚书》中有着丰富的人权思想

脉络，同时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的表

现形态。这也表明，虽然人权概念

是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启蒙

学者在反对封建制度和神权的过程

中提出的，但是，作为呵护和保障

人的生命和价值的观念，却是人类

社会的共同追求而以不同方式存在

于各民族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中。具

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无疑

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人权思想渊

源，所需要的是深入细致的研究思

考和赋予新时代内涵的推陈出新。

（作者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

理事。）

新·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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