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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前372-前287），名轲，战国时期陬国（今山东邹城市

东南）人，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 他学术渊博，能言善辩，在与诸子百家争辩中，捍卫并发展

了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成为该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世人

尊称“亚圣”。
孟子处于诸侯混战的战国时代， 社会正经历着划时代的

变革。 随着人民大众力量在阶级斗争中的显现，统治者们认识

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社会

背景。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绽放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这块沃

土上的一枝奇葩，他既超越了前代先贤，又 引 导 了 后 世 学 者。
而“仁政”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用它来建立封建统一帝国，维

护地主的长治久安。 孟子的许多观点，如人性善论、道德修养

论及其民本思想也极具有当代价值。

一、孟子“仁政”思想的产生

“仁政”是孟子政治 思 想 的 核 心，也 是 其 一 生 孜 孜 追 求 的

终极目标。 当然，“仁政”不是孟子凭空想像出来的，相反，它的

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从思想渊源上看，“仁政”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

与发展。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

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 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

次使用仁政一词。 按照思维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说，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 想 的 继 承 与 发 展；从

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伦理发展而来，
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 是 不 忍 人 之 政，亦 称

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等。 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捍

卫者、发展者，他把孔子仁学思想的精 髓 融 合 进 自 己 的 思 想，
并把它发展成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

纲领———仁政学说。 孟子在孔子“仁爱”的基础上，提出了“仁

者爱人”、“侧隐之心，仁也”。 （《孟子》）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

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 也；无 是 非 之 心

非人也。 ”（《孟子》）“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 恶 之 心，义 之 端

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

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人心有这四种善端，才有“仁义

礼智”四德，这便构成了仁政学说的出发点。 在他看来，从这种

普遍的同情之心，不忍人之心出发实现“仁政”，国家就可以治

理好；用这种仁者爱人的观念来推行“仁 政”，国 家 就 能 太 平，
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能得到维护。

其次，孟子“仁政”思想的形成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他

从历史上朝代的起起落落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在夏代，桀

王“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记》，人 民 就 痛 恨

并继而推翻它。 到了商代，纣王暴虐百姓，人民群起而攻之，导

致国家纷乱不堪，最终统治阶级土崩瓦解。 西周末年，周厉王

暴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众忍无可忍，于是起义捣毁宫

室，厉王被逐。 相反，商之汤王、周文王、周武王 行 仁 德，爱 百

姓，深得人民拥护，从而得天下。 正反的事实向人们证实了这

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从孔子的思想渊源中， 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了仁

政的作用。 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没落

的贵族残暴凶猛，战火不断，而且横征暴 敛，人 民 生 活 在 水 深

火热中， 也正如他所说 “民之憔悴于虐政， 未有甚于此时者

也。 ”（《孟子》）
孟子“仁政”学说正是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提 出，要 求 统 治 者 施

仁政，以民为邦本，让人民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

应看到，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家，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缓

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二、孟子“仁政”思想的内涵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
（《孟子》）显然这种“以不忍之心”，而行的“不忍之政”便是“仁

政”。 “仁政”便是“不忍之心”外化的结果。 只有用“仁者爱人”的

观念来推行仁政，才能治国平天下。 其实，孟子的“仁政”思想是

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

第一，民为邦本，与民同乐。 民本思想是孟子“仁政”思想

的重要原则。 孟子认为“仁政”思想不能只仅仅停留在统治者

的思想领域，必须把它用于政治实践中，要 求 统 治 者“重 民”、
“爱民”、“保民”、“利民”。 施仁政就是认识到人民在国家中的

地位，重视人民大众的作用。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 ”（《孟子》）他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

“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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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
（《孟子》）肯定人民有推翻 暴 君 的 权 力，肯 定 解 民 于 倒 悬 的 正

义战争。 他认为，民乃立国之本，“王道”之基。
同时孟子又特别强调与民同乐。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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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君主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就一定能称王天下。
第二，戒战戒杀，选贤举能。 这是孟子“仁政”延伸的民本

思想。 战国七雄争霸，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孟子反对战

争，他倡导统治者戒战戒杀，关心 人 民 生 活，给 人 民 一 个 和 平

的生活环境，这样国家才能壮大发 展，并 在 此 基 础 上，选 举 贤

人来治理国家，最终使国家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二）经济方面

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
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

“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 始”（《孟 子》），经 界 就

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 孟 子 主 张 利 民，富 民，发 展 农

商，让人民有物质生活基础。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

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孟子》）他认为“恒产”是“恒心”
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没有“恒产”就不会有“恒心”。 如果统治者

不能给人民以“恒产”，对人民来说，“仁政”就会失去具体有形

的物质利益而流于空洞；对统治者来说，其政治统治也终将因

失去民心而丧失合法性。 此外，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

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征发徭役要 不 违 农 时，不 违 农 时 与 薄 税

敛是封建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内容。 孟子也

多 次 提 到 不 违 农 时 的 重 要 性，说“不 违 农 时，毂 不 可 食 矣 。 ”
（《孟子》）他要求“薄赋敛”，怒斥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统

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此率兽而食人者也。 ”（《孟子》） 孟子当然反对杀鸡取卵的剥

削，这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子保护工商业的思想。 他认为工商

业是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重要经济部门。 针对战国时期关卡林

立和重税大大抑制商业发展的现象， 孟子提出：“市， 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 ”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商人提供储藏货物的地

方，却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 让 它 长 久 积 压。
对于各地设置的关卡，孟子要求只稽查而不征税，“关，讥而不

征”（《孟子》），这种主张对工商业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
（三）教育方面

孟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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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好的统治措

施，不如好的教育更能得到人民喜爱。 他把施教于民视为王道

的更高境界，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 也；校 者，
教也；序者，射也……皆所以明人伦也。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

下。 ”（《孟子》）（庠，周代的学校。 序，殷代的学校）又说：“教以

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孟子》）教育的结果是使 人 民 懂 得 伦 理 道 德，不 丧 失 其 善 良

本性，实现自我完善，达到文明境界。 所以，孟子主张普及学校

教育，培养推行仁政的仁义之士，把儒家的孝悌忠信等道德观

念通过教育推行于天下，使之成为全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从而起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总之，孟子仁政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教等

各方面的内容，各部分内容相 互 支 持，相 互 融 合，共 同 构 成 其

“仁政”思想体系。

三、孟子“仁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对任何事物，我们都要一分为二看，孟子“仁政”思想也有

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和消极性。从总体来看他的学说是属

于地主阶级思想理论的范畴， 时刻都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

益。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孟子“仁政”思想总的来说具有进步的

思想意义。 它始终贯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反映了孟子重视人

民，反对暴政的进步思想，同时他又看到了阶级矛盾是不可忽

视的，如不及时处理，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些进步思想

对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仁政” 思想昭示着我们必须坚持以德治国的方略，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孟子的“仁政”思想

无外乎一个“仁”字，仁者爱人，“仁”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当今社会就显得更加重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首先要以为

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

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主义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

前进的人际关系。”为人民服务内在蕴含了孟子的“仁爱”思想。
其次，“仁政”思想所坚持的民本原则要求我党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在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 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是以人为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

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

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

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总之，党要做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最后，从孟子“仁政”思想看党的建设。 孟子的“仁政”思想

始终贯穿着的民本思想， 时刻提醒着统治者要加强自身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

报告中指出的，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领导核心，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

面。
作为孟子思想的核心部分，“仁政”思想一度是中国传统政

治思想的主流。 今天我们对孟子的“仁政”思想重新进行解读，
能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提供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支撑，同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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