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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关于屈原的美政思想，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国恩先生可为代表。他说:“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所谓美政

者，非合从伉秦之策乎?’心他认为，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然很少，但认识出现

了分歧。一种认为，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此说以何其芳先生为代表⑧。另一种

认为，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法治，使国家富强的法家思想。……不能实现他的美政，……只好决心从彭咸之

所居”。此说以张纵逸先生为代表③。“文化革命”后，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多了起来，浅见所及，关于屈原“美政”

的论文有十余篇(含专著中的)。在认识上，大多依仍儒、法两家之间，持折中、调和之说。孟醒仁先生可为代表。说屈原“基本上

以儒家为体，以法家为用”。“屈原所反映的美政思想，……儒法兼用’，④。其他论者，大多数也儒、法杂陈，或主儒主法次。

只有少数人仍坚持法家说。到目前为止，对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收获，但认识比较纷乱。儒家思想说，未曾深入;法家

思想说，以非为是;儒法兼用说，是非混淆。因此，对屈原的“美政”思想，还有作系统讨论的必要。 

    一、屈原美政思想的概念及其形成 

    “美政”，在先秦，是屈原专用的词语，特有的概念。《离骚》王逸注称为“善政”。今人的注解，大多称为“美好的政

治”、“理想政治”，都从王逸注而来。可见“美政”不是政治概念，不是政治术语，而是文学名词，具有形象性、感情色彩。如

同李白说的“嘉政”。 

    王逸注称“美政”为“善政”，不是望文生义，而是有所本的。“善政”又是如何的政治呢?《尚书·大禹漠》说:“德惟善

政。”据《孟子·公孙丑上》，“善政”与下文的“虐政”相对照，则“善”是形容词，而不是“善其政”。“善政”，焦循疏:

“恩泽之政”。“德惟善政”，孔氏传:“为政以德。”可见，“美政”的政治概念，就县“德政”、“德治”。《国语·禁语》

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大小安之也。”这可作为“美政”就是“德政”的印

证。 

    屈原的“美政”思想不是一时涌现的，而是逐步发展、形成的，有一个过程。 

    屈原在青年时期，就有了“美政”思想的萌芽。《桔颂》，学者们认为是屈原的少作，论据确凿可靠。《桔颂》说:“秉德无

私.参夭地兮。”洪兴祖注:“夭无私覆，地无私载，秉德无私，则与夭地参矣。”这是借赞美桔树来表达屈原自己的胸怀。“秉德

无私”，扩而充之，到政治上，就成为屈原崇尚德政的涓涓始流。这时，屈原的“美政”概念尚处于萌芽状态。 

    屈原到中年时期，“美政”思想就有了大的发展。《大招》.其作者、作时、所招对象，学者们意见不一致。我们认为，《大

招》产生于怀王客死于秦、秦归怀王丧的时候，这时，屈原约四十岁出头。《大招》是招怀王的亡魂。《大招》系屈原、景差合作

的，其后部分出于屈原的手笔⑥。当时及秦汉没有具备《大招》中的政治胸怀的作家。屈原借招怀王亡魂的场合，发表自己的政

见，用以吊念旧王，助勉新王，希望得到顷襄王的重视。《大招》绘制了一幅“美政”的图景。王夫之称为“至卜隆之象”，“极

言治功化理之美，一皆屈子所志。”(《楚辞通释》)蒋骥说:“篇中所云，皆为左徒时……欲措诸行者，不幸中道改路，徒以未了

之愿，号之既死之魂。”(《啼阁注楚辞》)《大招》说:“美冒众流，德泽章只。”“美”，即“美政”的美。美政覆被民众，德

泽之惠，得以彰明⑥。《大招》表明，“美政”就是德泽施于民众。《大招》表述了颇为完整的“美政”思想。并且使用了“美”

字，可能是受四字句的限制，省略了“政”字。这时，屈原的“美政”概念基本上形成了。 

    屈原到临近晚年时期，“美政”思想更有所提高，而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离骚》的作时，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们

认为，《离骚》是屈原临近老年的作品⑦。《离骚》中才明确提出了“美政”这个名称。这时，有了鲜明的“美政”概念。《离

骚》乱辞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从彭咸之所居。” 

    有人说，屈原所说的“美政”，是“蜻蜓点水，一点而过”。这比方很不切贴。应该说，这是“画龙点睛”。论者不知，诗人

在《离骚》中对“美政”已经逐步作了扼要而充分的表达，到乱辞才用“美政”一词进行概括，加以点明。 

    因此，我们研究屈原的美政思想，必须从《离骚》中求之。只有从《离骚》中去探求，才能了解屈原美政思想的真谛。而《大

招》可用以作补充，一般屈赋及其他资料只能作参考。有些人拿《惜往日》及其他资料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当作屈原的美政思想，

自然是牵强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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