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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伟: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理念之剖析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理念之剖析 
 

杨明伟 
 

    摘要：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属于典型的伦理政治观，特别突出人伦关系和道德等客观性义务准则要求，

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和品德等主观性权利价值自由。特别反映在政治建构上，中国传统政治致力于政治

的伦理性建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是将伦理作为政治之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理想形式是伦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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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知道，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伦理问题，它决定着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有多少人以及他们在

多大程度上享受那种人所应有的一系列权利这一重大问题。我们研究和关注政治这一科学，其主要目的

显然就是为了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了使之越来越接近人类理性现已认识到的那一伦理和道德水

平。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属于典型的伦理政治观，特别突出人伦关系和道德等客观性义务准则要求，

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和品德等主观性权利价值自由。特别反映在政治建构上，中国传统政治致力于政治

的伦理性建构，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凡国家皆起源于民族，此在各国皆然。而我国古代，于氏族方面

之组织尤极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与国之联络关系甚圆滑，形成一种伦理的政治。”①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是将伦理作为政治之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理想形式是伦理国家。因为在传统

中国是以农业活动为主，以农业活动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思考事理的立足点和主要内容是人际关

系。因为土地不能移动，所以靠土地维生的人就会比较固定地生活在一个地方，祖祖辈辈都一直这样延

续下去。由于一家几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便逐渐形成了体现血亲关系的家族制度。这种以血缘宗法为

生活底蕴的社会先天就生成了 “家天下”的浓厚内向性，使关系纽带以及现实“人际关系（生活伦理

和人事关系）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②而农业活动的惰性和较少交往，又使得中国

政治思维过分注重自身的感性体悟、经验和实用。李泽厚先生曾把这种重人事关系、重具体经验的思维

称为“实用理性”。再加之，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简陋性和重复性，导致了人们政治思维之基点侧

重于内部生活的圈圈及其圆满关系。因而，这种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必然使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伦理

凸现在政治思维中。追溯这种思想，其萌芽产生于春秋战国的君主制度时期，当时旧的奴隶制趋于瓦

解，新的封建制尚未完全建成，新旧矛盾激化，生活剧烈动荡。因而，政治思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

—如何为世俗政治服务并求得社会生活和谐有序。自然，政治思维的出发点和重心是以人为核心的关于

人伦、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稳定等问题。所以在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称之为“人伦”，

“伦”字的意思后世的注家干脆直接把它解说成为“序”，即表示一种秩序。孟子说：“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意，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学》中“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便是最清楚而具体的表现。认为政治社会的组织即是人类关系的逐步扩大，即以个人为中

心而一伦一伦的推衍出去的。     
 

二 
国家的起源问题，是政治理论研究之基本性问题。而在传统中国政治理念中，“国家”的概念是指

天下、邦国和家庭的统一体。传统中国政治理念是自然起源论者，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自然演化的

结果，认为人类曾经历过一个蒙昧蛮荒时期，就像西方所说的自然状态、生存条件非常恶劣、道德观念

也未发展起来，“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之别，无上下长幼之



道，无进退辑让之礼。”③为了避免以上这种与禽兽无异的令人难堪的状态，人们于是就组成了家庭，

约以礼俗，形成国家。因此，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在组织形式仿家庭结构。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不

仅国家与社会不分，而且国家与家庭不分，治国如治家，修身就等于治国。如孟子所说：“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以人伦家庭关系来理解国家，视政治关系为伦理关系，所

要建立的是家国一体的伦理国家秩序，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理念——仁政思想。 
这里所说的“仁”的伦理义蕴有三：一是个体之间的爱人，其基本精神是对他人具有同情心、恻隐

心和爱护心，以对己之心对人；二是以恕待人，其原则是以行为个体自我的欲或不欲为依据待人，并通

过己而譬于其他；三是“修己”、“孝悌”、“博施济众”，走一条个人——家庭——社会的博爱之

路。其着眼点是要求得到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整体关系。诚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论语》中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仁政的实际依据其实就是 “家国

一体”，其理论依据是性善论。综观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人性善”论，皆认为“仁义礼智根于

心”，植善于心。都是将道德与人性善联系起来，使人伦关系出自人性，提倡“仁义”并举。总之，认

为仁政源于仁义之心，仁政行于天下，诸事可治。“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④这里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仁义之

心，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认为仁政不仅可以保护王权，取悦于民，而且可以缓和社会矛盾，达到社会

和谐稳定的目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认为国家是全民国家，是为了实现某种道德目标，并非是为了统治

阶级一己之私利服务。认为君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国之有君如家之有父，无君之国与无父之家一样是

不可想象的。因而在政体的选择上，除了君主制之外就再没有别的政体类型可以选择了。认为君主制只

可以完善但不可以改变。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这种伦理型的国家观自夏王朝建

立到近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 
在治国方法上，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主张以礼治国。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

也。”⑤“按上治民，莫善于礼。”⑥以为礼治可以内化成个人自觉行为，有独特优势，“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⑦主张实行礼治关键在于统治者，要求统

治者要严格按照礼的规范行事，作出表率。统治者要克服自己的欲望冲动，“克己复礼为仁。”一旦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⑧“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

用情。”⑨“上好礼，则民易使也。”⑩统治者要施行仁政，绝残去杀。努力施行仁政，让老百姓休养

生息，不可过于残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⑾统治者要加强教化，要

将礼的要求内化成人们的自觉行为，特别是要从家庭做起，尊老爱幼，安分守己。“其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作乱者，鲜也，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⑿礼的内容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演绎而来

的，礼治其实就是依赖人的情感因素治国。正是因为礼治的束缚，中国政治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从伦理

政治理念中摆脱出来。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强调德性主义人性论，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深信人人皆有“仁

义礼治”的德性。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本性，它们成为仁、义、礼、智等德性的根

源，因而推断出“人皆可以成尧舜。”正因为善源于人性自身，所以认为道德不需外求，而在于“存心

养性”。在这种德性主义人性论中，道德成为了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所在。由于奉行性善论，认为人自身

具有自我觉悟，自我行善的可能性，而且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所以才形成了以伦理形式

而非法律制裁形式为主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这就形成了德治主义，德治主义的要义有三：一、伦理道德

是政治的基础和根本。二、理想的社会模式应是以德化民的仁政王道社会。三、依赖君主和官吏的个人

品德与人格来实行道德教化。 
因此，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道德的威力始终被看作是比制度和法律更为有

效，道德被视为安国治邦之根本。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主张政府以道德上的诱导与劝

戒来代替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以人格评判来代替体制制度的建设，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真

正的政治分权体制，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约束的社会机制。 
于是国家的盛衰兴亡，人民的安危福祸，完全系于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和良知上。中国传统政治理念

主张义务平等，如《论语》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称道无独

行，夫妇、父子、君臣都有对应的义务。中国古代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十义

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里的伦指相互对待的关系，

义指相互依仗的关系，可见，五伦十义典型地体现出了对义务平等的强调。由此衍生出——将人际关系

是否和谐作为是否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和理想政治社会的标准。如《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就表达了

这样一个理想，认为社会的好坏标准在于人际关系是否协调，倘若集体中的人们已丧失了自律性，靠礼

法约束，而使他们保持有秩序，那么至多只能算是小康社会。如果人心不古，严刑峻法也难奏效，那么

就是末世了。 
总之，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主要关注政治生活中人伦关系的建构。主要从人心人情和世俗家庭的经验



理性来理解政治，把政治与伦理相统一，整合政治为伦理政治。崇尚人性善，信奉“仁义礼智植根于

心”，从人心人情和世俗家庭出发的政治思考模式，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政治致思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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