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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朱熹的民本思想 张品端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之一。早在《尚书》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记载。西周时代，周公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命这个最高
权威与“民”相联系，从此以后，“民”就成了全部政权的核心。孔子对“三代”民本
思想进行了一次总结，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主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重
民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萄子又
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思想。
  朱熹对传统的民本思想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和发展。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
与人”时，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这在封建专制制
度日益强化的宋代，无疑是触到了封建专制的症结。它对后来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
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注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朱
熹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
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可见，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
而设立，而君主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社稷的存亡。民既然为国家的根本，那么统治者就
要努力去争取民心。朱熹说：“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洁矩而与民同欲者
，自不能已矣。”就是说，握有天下大权的君主，必须“与民同欲”，才能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几千年来统治经验的总结。鉴于此，朱
熹提出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而“使民有常产
者，又发政施仁之本也”的思想。将“王道”、“仁政”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的精神支柱，体现了朱熹“民本”思想的深化。朱熹在阐述“得民心”时，还提出“近
民”的主张，他说：“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朱熹的这些民本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民
本思想的精华。
  朱熹的“重民”主张，具体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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