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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儒家大师，在先秦儒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思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

济、哲学、伦理、心理、美学、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慈幼、安定家庭、协调社会、治国

安邦、顺应自然、天人和谐等多种功能和影响，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在现代生活中，孟子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笔者曾指出：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社会协调、天人和

谐。（参见拙著《亚圣智慧一孟子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孟子坚持的是和谐哲学。本文从上

述三个方面略述已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在个体问题上，其中孟子突出强调追求高尚独立自主人格，树立不被他人予夺的人格

尊严，推崇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和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孟子继承、

发展孔子关于仁者爱人、广泛地爱护大众而亲近有仁德的人思想，把爱人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强调得志之时要「兼善天下」，「与民由之」；不得志之时要坚持仁义之道而「独善其身」。在这里，孟子所说的爱人，就是

尊重人和承认人的尊严及价值，表现了推已及人的人道主义和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孟子的爱人，强调了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统

一、个体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把个体价值的实现置于社会群体之中。这种个体与群体统一的人生观，既强调了个体的道

德修养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又重视社会群体对个体的重要作用，从而把个体对社会群体的强烈责任感与社会群体对

个体的关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孟子主张的穷困之时坚守仁义和保持高尚人格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个体自我价值的过程；

显达得志之时施恩泽于百姓和造福于天下的过程，就是追求利于他人和社会的社会价值过程。又如在生死问题上，孟子提出了许多

深刻的见解。他继承、发展孔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

也。」（《孟子·告子上》），「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上述孟子对生与死的深刻认识告

诉我们，生与义即人的生命价值与追求高尚情操的精神价值，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二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时

候，就应该为坚持仁义节操而献身。这表明，人的道德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孟子的这一光辉思想被后世无数思想家、志士仁人

继承与弘扬。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当是秉孟子思想而来。孟子的舍生而取义的思想，高扬

了人的不可屈服的人格尊严，积淀为中华民族刚键有为、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人生攸关的紧急关

头，成为无数志士仁人坚持节操、抵御侵略、英勇献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奋进崛起的过程中，吸取上述孟子思想的精

华，无疑是必要的。二追求社会和谐是孟子思想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关于天下有道、近悦远来、天下归仁的

主张，极力追求一个政治清明、天下统一、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崇尚圣贤、道德高尚、风尚淳朴、百姓亲睦的美好理想社会。同

时，他又提出了一套发政施仁、任贤使能、减轻刑罚、制民之产、薄取税敛、加强教化、争取民心、移风易俗的治国、平天下的仁

政方案。其中，他突出强调了君臣协调、君民同乐、父慈子孝、夫唱妇和、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认为

只有人们遵循各自不同的等级名分和履行自身的职责，竭尽自身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才能保持人际关系的协调、融洽而

有利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种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

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至今对我们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具体表现于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我们知道，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

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

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孟子

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

这样，孟子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作是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表现出一定的系统观念。这种和谐思想强调自身的和谐是家庭

和谐的基础，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积淀。第二，有利

于培养热爱人民的思想情感。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他强调治国为政要爱民、保民、利民、安民、富民、

与民同忧同乐、获得民心，进而安定社会和统一天下，主张国君要把人民当作三宝之一，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上》）的卓越见解，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先秦时代「民为邦本」

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封建社会的经验教训证明，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关心民苦，发展生产，轻徭薄赋，百姓安居乐

业，社会就会稳定和发展；相反，统治者暴虐无道，残害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就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起人民

的反抗。在现代社会中，能否正确处理当政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的关系，是能否保持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借鉴历史上



的经验教训，吸取孟子为民为本思想的精华，不断培养热爱人民的思想情感，相信人民，依*人民，不断推动社会的前进。第三，

有利于发展经济。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

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近年来，孟子思想与企业管理已成

为海内外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孟子的若干管理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运用于企业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这里，

吸取孟子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搞活思路，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管理，无疑是必要的。三追求天人和谐

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孟子思想体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知道，环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生存不能离开大自然

中的无数朋友。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和调查，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已经有四、五万种动物灭绝。近两千年来，又有百余种兽类灭绝。

目前，许多禽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每天有一种动物在地球上消失。据有的科学家预见，随着生物的大量消失，人类将失去越来越

多的自然伴侣和资源。据1997年12月25日的《光明日报》报道：大陆「西部的丰富资源人所共知，然而西部异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并

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长期违背科学的掠夺性开垦，已使这里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11月27日早晨，都江堰市聚源镇乡村几百只

乌鸦发生集体死亡的惨剧」。据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专家分析，「现在一条恶性循环的生物链已经基本形成，由于乌鸦、猫头

鹰等益鸟急剧减少，蛇被大量捕捉，田间的老鼠和害虫失去了天敌，非常猖獗，最近正在播种的小麦种子。常常被老鼠吃个精光。

因此，不少农民被迫用老鼠药拌麦种。这虽然解决一时的问题，但同时也毒化了环境，更加减少了有益生物的数量」。报道指出：

「乌鸦的大批死亡，显然是由于农田污染……乌鸦之死，又证明了农田污染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灾难。在全球生物资源遭受严重威

胁及日益丧失的困境中，乌鸦哀鸣其实是用生命在警示人类。」这一报道，仅是目前生态危机的一个例子。目前，生态危机成为全

球性重大社会问题，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重视。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揭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掌握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调

节人类与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建立一个具有和谐结构和高效生产能力的生态系统，就成为

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孟子天人和谐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和治理污染。在孟子那

里，自然万物的生息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人们顺从天的自然性及规律性，依时而作，合理从事农

副业生产，就能获取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他说：「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数罟不入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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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初步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和谐整体的观点，具有深刻的理论思辩性，对我们维护生

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经济建设中，发达的工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工业发展

的负面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应借鉴孟子天人和谐的思想，既要看从自然界索取了什么，又要看人类给自然界增添了什么。

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人类造成危害，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第二，有利于我们关心、爱护自然。

孟子指出：君子应「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孟子那里，爱人是有差等的爱，就是说，人们首先爱自己的父母，然

后推已及人、由近及远地爱别人的父母和天下百姓。在这里，孟子对自然物的热爱具有泛人道主义的倾向，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

家提倡的「新生生命」和反对「人类中心论」、「人类沙文主义」的主张是相通的。他强调人类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宽厚的道德，把

爱人推广、扩充到爱一切人及自然万物。孟子曾盛赞「牛山之木尝美」，表现了他对自然美热爱、赞赏、依赖的思想情感。在我国

过去的一段长时间内，片面强调人类征服、改造、战胜自然，搞移山镇海、围湖造田等，有些人滥肆捕杀野生动物，从而破坏了原

始资源和自然生态的平衡，结果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在现代经济建设中，吸取历史教训和重温孟子爱护自然物的思想，当

是十分必要的。第三，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我们知道，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向自然界的索

取不能违背生态环境变化的规律。否则，人类粗暴地干预、改造自然，就会使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

这里，孟子关于合理开发、取物有节的思想，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孟子曾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一主张告诉我们，在生产活

动中人们的捕捞、采伐要有利于鱼类、草木的生息繁殖，向自然界索取万物要有一下的节制。否则，竭泽而渔和违时采伐，就会危

害万物的生息和生态平衡。在这里，两干多年前的古人对开发、保护自然资源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得可贵的，至今仍放射出

灿烂的光彩。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中，孟子追求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天人协调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继

承这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可缺少的。（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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