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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的传统与变革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

巨大、文化多元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第一件

大事就是国家的治理。在自古及今的政治舞台上，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政治大师，出演了一幕幕精妙绝

伦的宏大剧目。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具有民族文

化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具有穿

越时代的生命力，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相续而

又具有不同时代的特色。现代的中国政治既是中国

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

治传统的一个巨大的变革。历史辩证法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中是普遍适用的，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

来说，这一研究方法则更具价值。

一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实行的第一种政治形式

是神教政治。夏商的实际的开创者大禹 “薄衣食，
致孝于鬼神”（《史记・夏本纪》）；殷商统治者则是

敬神而事鬼，常常用占卜来决定政事。继殷商之后

的周代统治者从殷商灭亡的事实中得出一条重要的

认识，这就是只靠敬奉上帝和鬼神并不能永保政权

稳固，而善待民众才是保持统治的关键所在。他们

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 “敬德保民”、“以德

配天” 的政治理念，开启了中国重德重民的德治传

统。
　　孔子提出的德治理念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

统具有奠基的意义，它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儒家后学的政治思想是中国政

治传统的理论基础。概括地讲，它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
政》）德政的核心内容是要爱利民众，为民众谋福利，
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如果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

统治者的私欲，那么最终将失去民心，导致政治崩

溃。此外，道德的政治还需要用道德的方式来实行。
用政令和刑罚来驱使老百姓，老百姓虽然由于恐惧

受到制裁而不犯上作乱，但没有是非观念和羞耻心，
因而要达到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果用美德来引

导他们，以礼仪来约束他们，老百姓的道德素质提

高了，也就能够很好地遵守规范了。
　　其二，治国牧民，正大为要。政治是正大光明

之事，故统治者应当有德。孔子说：“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子路》）统治者是否行得正，是良好政治的关键。
这也就是说，为政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的政治思想家把为政者的品德进一步具体化，
提出 “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
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
（《从政遗规・薛文清公要语》）
　　其三，制度政令，尚公尚信。具体来说，应当

就要以德立制，以公行法，以信行令，让国家有法

可依，让人人有规可守。
　　其四，举贤任能，俊杰在位。天下之大，非一

人之所能治，故当使德才兼备的人出来做官。无德

不官，无能不官。孔子说：当政者像风，老百姓像

草，风往哪边刮，草往哪边倒。上行下效是一个规

律性的现象。孟子也提出，“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提拔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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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对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导向。重用有德者，社

会风气就会向善；重用奸邪，社会风气应付趋恶。
　　其五，德教为先，刑罚为后。政治向来离不开

德刑软硬两手，德以劝善，刑以诛恶。荀子说：“故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

惩。”（《荀子・富国》）在秦以后的各个朝代，教化

和刑罚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古代社会中，蒙学教

化和通俗道德教育非常普及，而士阶层则更是强调

道德的修养，《大学》所谓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的说法是受到普遍认同的。同

时，中国的刑法也非常发达，从法典、制度到执法，
形成了严密的体系。
　　其六，君权至上，以天为尊。在中国实行了封

建大一统之后，世上至尊至贵莫过于君主。一切有

关政治文化方面的设计，如政治法律制度、建筑、
服饰、车马等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突出皇帝的权威

和尊贵。忠于君主被看成是首要的政治品德。然而，
虽然君主在政治体系中是至尊至贵的，但是，在中

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至尊至贵者不只是君主。世间

至尊者五，“天、地、君、亲、师”，君仅居其一。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天地、父母和祖先、老师都是

应该孝敬的对象。天、地、亲、师可以说是制约君

主权力的重要因素。统而言之，这四者实际上不过

是三种力量：“天”、“地”二者在形式上是两个东西，
其实则一，指与上帝鬼神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其实

质则是人民的意志，民意就是君主的 “天”；“亲”
特指父母，泛指宗族、先人，其实质是指君王家族

的意志和力量；“师” 一般指教授自己知识的老师，
特指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因为孔子乃是文化

方面的至上权威，是传授文化的至圣先师，是一切

老师的老师，也是皇帝的老师，故而皇帝对之亦当

尊重。由于有这三种力量的制约，君主就不可以任

意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便可能有被加上昏君、暴

君、一夫、民贼等恶名，最后有被诛灭或取而代之

之虞。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上述德治为主、
刑罚为辅的政治思想一直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调。
应当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封建社会中，

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政治文化。但是，这种先进的

政治文化并不总是产生很好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

因为儒家提出的德治方式中有不可解决的四大矛

盾：一是由于君主向来是世袭制，内圣者不能成为

外王，外王者不可能达到内圣；二是由于君主的不

贤明，致使谗臣受宠，贤臣不得志；三是由于封建

阶级的本性的决定作用，致使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

的幸福建筑于广大民众的痛苦之上；四是由于权力

具有腐蚀权力执掌者的趋向，致使掌权者渐趋堕落，
因而不能有效地开展德治。

二

　　中国自近代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

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内，在政

治上，从封建社会衰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最后转变为代表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社会；在经济上，从以小农为主体的经济转变

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伴随着这种社会历史的剧烈

变革与飞跃，中国的政治也同样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和飞跃。
　　从传统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来考察中国的当代政

治变革，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

50多年的政治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一是运动式

政治阶段，二是建设与法制并重阶段，三是法治与

德治并重阶段。
　　运动式的政治阶段，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

领导人执政的阶段。这一代领导人都是和人民群众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革命者。他们有着丰富

的革命经验，能力和胆量超群，与人民群众有血肉

般的关系，然而他们缺乏治理大国的经验，习惯于

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领导国家的政治，
用战役和运动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常常顾此失彼，
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他们与群众心连心，想尽快

地解决人民群众所面临的困难，尽快地使国家富强

起来，但不懂得经济和政治的规律，常常犯急躁造

和幼稚的错误，反而给人民造成损失；他们是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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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阶级压迫中奋起，深知阶级斗争的残酷，故而习

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不太善于团结社

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建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

了社会的不和谐；他们具有浓厚的工农情结和革命

情结，因而对于雅致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道德有

一种轻视的态度，过分重视政治，讲政治挂帅，常

常以政治取代道德，以现实否定传统，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传统的断裂。这种运动式政治的缺陷是十

分明显的，但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凭着旺盛的革

命热情和斗志，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正是由于与旧社会相比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

有巨大的提高，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由于民族

的尊严和社会的正气得到了维护，由于执政者的清

廉和为人民服务，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一时期

的政治并无不满。这种政治虽然否定了几千年的传

统道德，但它充满了理想性，提倡的革命道德也具

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可以说是时至今日，群众对于

那一时期整个民族的高昂干劲、崇高的理想、人与

人的平等和干部的清廉仍有深深的怀念。
　　建设与法制并重阶段，是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

阶段。第二代领导人实际上是第一代领导人升华，
他们具有第一代领导人的经历和能力，又吸取了第

一代领导人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以前所犯的错误和

运动式政治的弊端，使政治从理想化走向现实化。
这种注重实际的政治至少有这样几种特色：一是真

正确立起实事求是和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

线，改变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思想观念，解放

了人的思想；二是把以政治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使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三是

把政治从依靠政令和运动转化为依靠法制，使政治

走向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四是改变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单向政治思维和追求绝对平等的平均主义观

念，肯定必要的社会差别，使之为提高效率和促进

社会进步服务。在这一政治阶段，符合实际的道德

观念也开始得到肯定，一切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包括

优秀的传统道德在内也逐渐得到重视和恢复。特别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传统事功学派的道德观念，如

“厚生”、“正其谊（义）以谋其利” 等，正在成为

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法治与德治并重阶段，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这

一阶段是建设与法制并重政治的继续和发展，它是

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的。法治是一种务实主义的、
主要依靠一整套法律制度、规范来维系的政治方式。
它告诉人们一个言行的底线，让人知道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如果人们的言行超越了法律规范所规

定的底线，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它的长处主要有

两个，一是在人违反了法律规范之后加以惩罚，有

制恶之长，二是它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有保

护公民权益之长。其短处亦有两个，一是难以劝善，
二是会开启人们逃避法律制裁的机心，使治理社会

的成本大大提高。德治是主要靠善法、善政和执政

者的善德推行的政治，靠社会教育、风习环境薰陶、
道德榜样感染和社会舆论监督推行的政治，是靠提

高民众素质、自觉意识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社会秩序

的政治。这一政治有劝善的优长而有不能治恶的短

处，有提倡应然和理想的优长而有不能保其必然的

短处。法治是让人身服的办法，德治是让人心服的

办法。两者刚柔互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

政治思想的提出和实行，可以说是中国现实政治日

益成熟的表现。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的颁布、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都

表现了新时期政治的法治和德治并重的特点。
　　纵观中国当代政治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传统

重德的观念日益恢复它的魅力及其在治国中的地位

和作用。古人设想的德治，正在从一种理想慢慢变

为现实。这一方面是现实政治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
一方面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其所造就的中华民族

的性格所决定的。不过，应当指出，这种道德已经

不是传统道德的旧貌，而是富于时代精神的新道德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