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云尘子）

云尘子 

此语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

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

谓也。”这里涉及到几个华夏文化的几个根本性问题：第一，天子是否受命于天？为什么说

是受命于天？第二，天下是否应该受命于天子？受命于天子是否提倡奴性或愚忠？第三，天

子所受天命的顺逆与民众命运是什么关系？第四，董子此语是要说明什么道理？下面我们一

一说明这些问题。 

第一，天子是否受命于天？为什么说是受命于天？ 

在华夏文化中，人是天地所生，因此，人的本性是善的；天地是无私的，兼有自强不息和厚

德载物的品行，人要效法天地这种品行；对天子的要求是贯通天道地道和人道，天子是人间

执行天命的，也就是要实行仁政，使民众按照他们的本性生存。因此，天子所接受的是秉承

天道地道的责任，而且天道并不把这种责任固定的钟情于某一个人，如果是像尧舜那样的仁

君就可以任命，如果是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就要革去他们的天命。这在《周易》和《尚书》中

有很多表述。 

如果我们误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就是“君权神授”，是为了给天子“统治民众”提供理论

根据，那么，就根本不顾“效法天地之道”和“天地至仁”的前提了，因此，也就不是按照

华夏文化精神来理解了，而且是把君臣民的关系看成了对立的关系了。如果我们误认为这是

说天子的地位是不可变的，那么，就否定了“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只有符合

天子之道的才能算真正的天子，如果不符合天子之道也就是“独夫民贼”，他的“天命”也

就终止了，所以，受天之命也就必须担当起推行天地之道的责任。 

第二，天下是否应该受命于天子？受命于天子是否提倡奴性或愚忠？ 

天子是社稷之主，是保护民众的人间代表。天子的政令不是由天子一人说了算的，而是有众

多的大臣和官员作为左辅右弼，最少有“坐而论道”的“三公”掌握着方向，如果天子有过

失，就应该像伊尹让太甲去反省一样对待。这样，天子的政令也就基本上能保证符合天地之

道。在此情况下，要想让天下稳定，使民众安宁，就必须保证政令在天下得到贯彻执行，否

则，便只能是各自为是，不是诸侯割据就是天下大乱，最终受害者还是民众最多。官员的任

命如果不通过天子，那么，应该由谁任命呢？国家的政策法令由天子认可之后发出，也就是

“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如果不是如此，而是各个诸侯王或各地官员各行其政，各自擅自制

订礼乐，擅自征伐其他诸侯国，甚至任由侠客打抱不平而不顾国家法律，国家还是不是一个

完整统一的国家呢？民众生活又会如何呢？天子无道，则可以行“汤武革命”之事；天子有

错，则可以诤谏甚至行太甲放伊尹之事；天子有道，则应该遵守政令。因此，不能说“受命

于天子”不是要人们做俯首帖耳的奴才，一味顺从而无是否对错的官员则属于“奸佞”或者

“愚忠”。 



发表日期：2007-7-14 浏览人次：99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
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第三，天子所受天命的顺逆与民众命运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某个工作单位上班的话，单位领导的道德才能高低和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每个下

属的情况，所以，我们都期望有一个好的领导。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天子（君王、总

统、主席、首相）的道德才能高和决策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天子之命顺，也就意味着

天子按照天地之道来行事，其道德才能和决策一般也就不会出错误，上行下效，因此，民众

也就能和谐安宁；所谓天子之命逆，也就意味着天子违背天地之道，其道德才能低下，决策

也会错误，因而成为残害民众、祸国殃民的暴君，不仅他自己会受到革去天命的惩罚，而且

民众更会遭殃。所以说，“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第四，董子此语是要说明什么道理？ 

董子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这里的“一人”指的是天子，天子行得正，

符合天地之道，才能“有庆”，否则就会遭殃了，所以，董子的意思是说，天子的责任之重

大是无可比拟的，他的道德才能不仅关系到他本人的吉凶祸福，更关系到民众的吉凶祸福。

在此，董子并不是要恭维天子，而是警戒和提醒天子，也就是“为天子之师”的言论，与所

谓“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可同日而语！从董子的生平事迹来看，他擅长于“谈灾

异”，目的是用天灾来警戒天子，论说朝政的得失，为此还差一点丢了性命。可是，后来，

因为天子世袭制的问题，使天子越来越骄横专制，尤其是明清两朝时，天子实行了君主专制

政策，把大权独揽于自己一人之手，臣子无法有效地制衡天子的权力，政治制度也就出了严

重的问题，但这并非董子之初衷。如今，天子世袭制早已废除，到了《春秋公羊传》中所说

的废除天子世袭制的“大同世”时代，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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