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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及其来源 

    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是丰富的，难以备述。这里只列举几个要点，逐一说明。 

    (一)尧舜之道，是“美政”的典范。《离骚》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王逸注:“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洪兴祖注:“上言三后，下言尧舜，谓三后遵尧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

也。”钱呆之注:“尧舜之道，耿然介然，三王遵之，亦既得路。”(《离骚集传分)对于这几句，洪、钱所注很高明，为诸家所不

及。“遵道”的主语是“三后”，承前文省略。这几个诗句乃参错成文。是说，禹、汤、文王遵循尧舜之道，所以走上了美政的大

道。这比《大招》“尚三王只”，提高了一步，把尧舜当作美政的最高典范。《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

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⑧。尧的伟大，在于则天，天无私覆;舜的伟大，在于有夭下而不占有天

下;其精神一致。故屈原称之为“耿介”，即光明正大。孔子称赞尧舜，不免夸美。但尧舜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当时没有私有财

产，尧舜大公无私，夭下为公，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屈原和孔子一样也称赞尧舜。从这点来说，“美政”也就是尧舜之道

⑨。    (二)德治，是“美政”的核心。先秦各个学派.都提出各自的政见。有的主张德治，有的主张贤治，有的主张法治，有的

主张并耕而治，有的主张无为而治。屈原的“美政”，就是要实行德治。《离骚》说:“览民德焉错辅。”“民德”一语.见于《论

语·述而》。屈原所说“民德”，或许从之而来。解释主要有两种。一、人民中有德者，便置以为君，而辅助之。这是王逸、朱熹

之说。二、为民所德者，民心之所归者.便置以为君。而辅助之。这是林石铭、王邦采之说。此说大概本于《论语·述而》何晏

“集解”引孔曰:“民化其德”。二说虽有所不同，但是，同样是德治的意思。德治、德政，正是孔子所提倡的。《论语·为政》

记载孔子的话说:为政以德。 

    德治的基本观点，就是重视民为邦本，以民为贵，关心民众的疾苦。 

    屈原主张德治，故关心人民的思想，在《离骚》中反复表现出来。《离骚》又说:“哀民生之多艰1”朱熹注:“哀此民生，遭

世多艰也。”当时，“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楚策》)人民的生计、生活的穷困、艰苦可想而见。夭下的民生也是多艰

的。例如魏国，“民有饥色，野有饿草。”(《孟子·梁惠王》)又如齐国，民众“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同上)。屈原对

人民的生计、生活多艰难感到哀痛。了解这一点，就可明白屈原主德治是必然的。《离骚》又说:“终不察夫民心。”五臣注:“不

察众人悲苦。”当时人民的心情、心愿，国君是置之不理的。楚王“淫逸侈靡”，而“厚赋敛诸臣百姓”(《楚策》三、四)。其他

国君也是如此。例如魏王，“厄有肥肉，厩有肥马”，“里有饿草而不知发(发仓糜以贩贷也)”。(《孟子·梁惠王》)又如齐王，

“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上)。屈原批评国君不关心人民的疾苦。 

    《离骚》中提到“民德”、“民计”、“民生”、“民心”、“民好恶”，“民生各有所乐”，可见屈原心中想的是人民。。

这是德政的思想根源。“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般屈赋也多提到人民。如:“览民尤以自镇”(《抽思》)，“万民

理只”(《大招》)，“民离散相失”(《哀邹》)，“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怀沙》)，这反映人民在屈原心目中居于非常重要

的地位。屈原主张德政，是基于对人民的重视与关心。 

    德治、德政的特点，就是替民众想得多，要使民众得到益惠，不使民众遭受苦难。《离骚》说:“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

而可服?”非“义”不用，非“善”不服，便是德治、德政的体现。“义”“善”连用并提，出于《论语》.《论语·述而》记载孔

子的话说:“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从《论语》所说看来，“德”统摄“义”与“善”。从政治上

说，“德”为德政、德治。“义”、“善”，则是体现德政、德治的政策、措施。屈原说，观察人民的生计到了穷困、疲惫的地

步，哪有非仁义的政策可以推行啊，哪有不善良的措施可以使用呢?从正面来说，就是对人民群众，必须施行仁义政策，必须采取

善良措施。 

    什么是仁义政策、善良措施呢?根据《离骚》所说来看，有利于“民计”、“民生”，符合“民心”、“民好恶”的，就是仁

义政策、善良措施。 

    哪些是仁义政策、善良措施呢?《离骚》没有具体说明。但是，我们从《大招》中可以知其概略。如察天隐，存孤寡，正始

昆，广田邑，昌人民，当赏罚，章德泽，理万民，尚贤士，禁苛暴，诛讥罢等等，这一系列关怀民众的政策、措施，共同体现德

政、德治的精神。 

    (三)举贤授能，造宪立法，是保证施行“美政”的两种手段。《离骚》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举能授

能”，是就人而言，是保证“美政”执行的手段。施行“美政”，要依靠人员(干部)去做。而且必须要有贤能的人，才能忠实地持

行“美政”，才有能力推行“美政”。“举贤授能”，《离骚》表明，就是指那些出身卑贱而又贤能的人。如做过厨师的伊尹

(挚)，操过版筑的傅说，做过屠夫的吕望，贩过牛的戚宁等。屈原所说的“举贤授能”，就是《礼记·礼运》孔子所说的“选贤与

能”。其实质就是否定贵族世袭血缘统治。 

    “循绳墨不颇”，是个比喻，比喻浩宪明法这是就法而言，是保证“美政”稳定的手段。德政的政策、措施，经过造宪明法，

用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改变，大家遵循法令行事，就像依循绳墨工作一样，就不会出偏差，德治就可以稳定地持续下

去。屈原所说的“循绳墨不颇”，“明法度”，就是《论语·尧曰》孔子所说的“审法度”。其实质就是否定气合治”，限制在位

者随心所欲的特权，防止胡作非为的罪行。《离骚》中所批评的“康乐自纵”、“淫游佚败”、“常违”、“范酷”之类，就会受

到“绳墨”的约束。 

    (四)公天下，是“美政”的最终目的。《离骚》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无私阿”，就是不私阿一家一姓。这是对家天下的否定，对公天下的向往。《左传·嘻公五年》引《周书》说:“皇天无亲，唯

德是辅。”就是说，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谁有德，谁得民心，谁就为人君。这就是《礼记·礼运》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

“圣哲”，指盛德明哲的人。“苟”，乃，才。王引之《经传释词》:“苟，乃也。”有盛德明哲的人，才可以享有天下。天下为

公，圣哲在位，施行美政，人民自然会幸福。这是屈原的理想社会。 

    (五)天下，是“美政”的范围。屈原的“美政”思想，并非只是施“美政”于楚国，而且要施“美政”于天下。屈原希望楚国

富强起来，由楚国统一夭下，施行美政。《离骚》说，维圣哲“用此下土”，就包含了“美政”以夭下为范围的意思.王逸注:“下

土，天下也。” 

    《大招》说得更具体明显。《大招》说:“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肠，东

穷海只。”屈原立足楚国，胸怀天下。《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到屈原更具体化了，而且具有新的内容。 

    至于联齐抗秦，与党人斗争，只是要实现“美政”的必由之路，并非“美政”本身的内容。当时的现实，与屈原的理想背道而

驰。在国际，秦国致力于统一天下，实行暴政统治;在国内，贵族腐朽势力把持国政，结党营私。屈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美

政”，必须战胜“美政”的国内外敌人。所以屈原极力联齐抗秦，坚持与党人斗争。但是，抗秦，反对党人，是为“美政”扫除障

碍，开辟道路。 

    屈原的“美政”思想，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来源的。王国维说:“屈原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其绝笔犹然称重华汤禹，是

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者也。’，。 

    屈原的“美政”思想，也来源于北方。其来源，随着述说“美政”的内容要点已经逐步展示出来，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大

戴礼记·虞戴德》说:“公曰:‘昔者有虞戴德何以?.··…先王之道斯为美乎?’子曰:‘斯为美。”，王聘珍注:“虞，舜氏。戴

德，谓民戴其德。”虞舜施行德政，民众蒙受其德泽。孔子说，这就是“美”政。《论语·尧曰》记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何以

斯可以从政矣?”孔子回答说:“尊五美，……斯可以从政矣。……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尊五美”“以从政”，也就是美政。这是屈原的“美政”思想的渊源，连名称也是来源于孔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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