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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这里的“天下”不是“私天下”而是“公天下”、是“民”、是平民百姓的安

居乐业。 

施仁政，则必认同“民为邦本”；必爱民、保民、利民、富民；必体察与顺应民心的向背。因为，第一、“有民，则

有天下、国家”[1]。国以民“为安危”、“为兴衰”、”为存亡”，”百姓随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

则亡”，“民者，静则治，动则乱”。第二、富民才能富国。”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国，以民为本，强由

民力，财由民出”，没有民力，民财的支撑，何谈富国强兵。第三、民富才能国安。“民富则易治”，”民穷则难

治”，”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3]，”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穷困”，“民富

国安”、“民穷国乱”[4]。第四、以富民为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

悲”，官吏“以富民为功，以贫民为罪”，“利人，即为；不利人，则止”，“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第五、

国之兴衰、民心向背。“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5]，“人心去，国本摇”，“顺民心，政兴；逆民心

者，政废”，利民、取民心，“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知民心、顺民意，”民心即天心，民情即天道，防民之

口甚于防川”[6]，多取“礼贤下士”、”纳言从柬”，“微服私访”、“采风问俗”，以察民情、解民意、顺民

心、得天下。 

    儒家以德治吏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世之盛衰在吏制”。选贤任能，是在选吏、任吏、察吏的标准上，坚持德才兼备。”置

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7]。官吏“在任无德，其祸必酷；在位无能，其殃必大”。有德有才者，为治也；有德

无才者，难治也；有才无德者，为乱也。”得贤者昌，失贤者亡”[8]。”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9]，

对于德才兼备的贤人，需有“知贤、爱贤、亲贤、尊贤、敬贤”进而“求贤、得贤、任贤”。尊贤使能“不党父兄、

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举人”，这是矫正结党营私、

裙带之风的一种正道。 

吏贤则民善。君能为善，吏必为善；吏能为善，民必为善，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10]，可见吏德与民风

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在坚持德才兼备“吏制”的前提之下，还必须“以德治吏”，加强官吏的道德教育，不断提

高其道德素质。官吏，必先“以德修身，再施于政”。”天子有德，能保天下”、“诸侯有德，能保其国”。百官有

德而国治；百官无德，人主难安，天下必乱。 

有德之吏，为国不为家。“与国同忧”，“与国存亡”。能够“善处公私”，“公者重，私者轻”，实行“公道达而

私门塞，公义立而私事息”，做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11]，在官场逐渐形成“立公息私”、“公而忘私”

的“官风”。有德之吏，为政一方，思一方之民、侏之、安之、养之、利之，为民不为己。 

有德之吏，务实不务虚。“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实胜，善也；名

胜，耻也”。 

有德之吏，正人先正己。为官正直，一身正气。“官正而治国”。“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12]，“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吏能正，百姓从。”正己之谓正”、”正人先正己”、“已正以率人”

[14]，“公则无不明，正则无不达”[15]。 

    有德之吏，为政清廉。”清官，官之表；贪官，国之贼”[16]。“廉者，士之本”，为官，贪易廉难。廉德在养

廉，养廉在不贪，不贪在克欲，克欲在节俭。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欲而不贪”，”临大利而不易其

义，可谓廉矣”[17]，在强诱惑、强刺激面前，能够不妄职、不受贿、不贪污，乃廉吏、清官也。贪，误国、害民、

毁身。“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18]；“官吏贪贿，政以贿成，国必亡也”。为官，“廉不言贫，

勤不言劳，爱民不言惠，除强不言威”，同时要切记“毒智者，酒”、“误事者，乐”、“毁廉者，色”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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