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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与道家思想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中蕴含着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思想，具有经世致用的

特性。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德治”作为治理社会的基本思路，视“仁治”为安邦治国的

重要法宝，尊“礼治”为教化民众的具体方法。道家则是推崇“无为而治”，认为“民本思想”是治国

安民的首要原则，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非战”思想维护社会安定。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历久弥

新，各放异彩，对于当下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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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the treasures of China’s five thousand year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contains thoughts on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fucian governance though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rule by virtue” is regarded as 
the basic idea of governing society, “rule by benevolence”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agic wea-
po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of Anbang, and “rule by courtesy” is respected as the concrete me-
thod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Taoism advocates “govern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and beli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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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people-based thought”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ensuring people’s 
security. Lao Zi,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aoism,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non-war”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e two different ideas of social governance have la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color, which has certain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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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观点：“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

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儒、道家思想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宝，其社会治理思想在历朝

历代国家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国家治理仍有积极启示。因此，探索和学习儒家与道家社会

治理思想，从中汲取博大而精深的智慧，对于推进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2. 儒家：为政以德，仁政爱民 

2.1. 德治：治理社会的基本思路 

儒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主张“德治”，这是儒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思路。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古人认为北极星所处的北天极是天的正中心，所以这句

话的意思是：当政者以道德原则来治理国家，便会赢得百姓的拥护。强调了以德行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德治”具体表现为不主张严刑峻法，反对残杀。孔子认为心地善良的人统治国家长久相继，可以感化

残暴杀伐的人，减少犯罪行为，继而废除死刑。这是儒家反对残暴行为的具体论述。 
另一方面，“为政以德”需要从自身做起。对统治者而言，管理政事的首要前提是端正自身的行为

举止，上梁正则下梁不歪，故应主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素质提升，发挥道德示范作用，严于律己，身

正民行，上感下化，才能“润物细无声”地治理社会。 

2.2. 仁治：安邦治国的重要法宝 

“仁政爱民”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这是安邦治国的重要法宝。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

并进一步发展，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施政纲领，体现

出“信民”、“富民”、“爱民”等思想。 
“信民”，即取信于民，信民才能治民。“民无信而不立”，为政者应重视民众信任。《孟子·梁

惠王上》中“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2]表明了为政者推行仁政方能深得民心。 
“富民”，即只有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巩固统治。孟子推行“制民之产”，主张恢复井田制，提出“民

有恒产”的观点；荀子则反对平均主义，认为“有分”能防乱。《孟子·梁惠王上》中说：“五亩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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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此句形象地描述了“制民之产”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荀

子主张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提出了一系列满足弱势群体生存需要的针对性措施，如给农民分配土地、

减免税赋、进行社会救助等。 
“爱民”，即为政者节省用度，与民同乐。《荀子·王制》中“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

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3]揭示出“民众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理思想，表明为政

者应敬重民众的力量，时刻对百姓心怀同情与关爱。 

2.3. 礼治：教化民众的具体方法 

“礼治”是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治理思想，是儒家教化民众的具体方法。儒家通过推行礼教来追

寻上下有序、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首先，自孔子起，儒家把“礼治”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孔子强调

民众应将合乎礼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指出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次，

荀子继承和发展孔孟礼治学说，提出隆礼重法、礼法并用的思想主张。《荀子·君道》中“至道大形，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表明尊崇礼仪，健全法制，才能安邦定国。礼不仅是规范社会存在和道德行为的

根本制度，其也对民众起着教化的作用，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道家：无为而治，以民为本 

3.1. 无为而治：道的本质特征 

“无为而治”是道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思想。道家主张“道”是万物本源，认为道是潜移默化的、而

非显性化的。正所谓“道法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势而为，顺道行道才是正道。 
“无为而治”具体要求为：一方面，为政者应秉持简政放权的治理原则；另一方面，为政者自身应

保持清心寡欲。简政放权，则要求为政者应减少治理相关的规章制度，减少任意的行政干预，向其治理

对象适度放权。老子强调为政者无为，则百姓就自然顺化，以统治者的“无为”达到真正的有为。老子

还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形象生动地比喻出治国理政应遵循规律，不可随意折腾或强作妄为，要有

审慎负责的严谨态度。 

3.2. 以民为本：治国安民的首要原则 

“以民为本”是道家治国安邦的首要治理原则。民本思想不同于君本、官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

两个方面：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富国富民、崇俭去奢。 
顺应民心，尊重民意。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 p. 88)其中

“圣人”则代表老子理想的统治者，他认为统治者不能以自我意志为中心，要以百姓的意愿为意愿。 
富国富民，崇俭去奢。在道家看来，人民富则国家富，人民富则国家安，人民富则国家强。只有切

实解决好民众的温饱问题，安定民生，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偷盗违法行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此外，老

子认为“俭，故能广。”统治者必须恪守俭德，节制物欲，杜绝奢靡之风，才能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3.3. 老子“非战”：安定社会的思想主张 

“非战”即反对不义之战，是道家老子安定社会的思想主张。老子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强烈反对横

征暴敛、残酷统治。他认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4], p. 54)统治者应谨慎使

用强权兵力来统治国家，应遵循“道”的原则。老子还提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恬淡为上”([4], p. 56)，表明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与民众兵戎相见，否则必然会得到报应。这些论述

都鲜明阐释了老子反对不义之战、希望民众和平自由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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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儒家与道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比较 

4.1. 治理理念不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社会治理方面总体上是以“德”为核心，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治国。

“为政以德”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略，不可片面理解为“道德教化”。它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涵，包

含爱民济众、富民固邦、有教无类，是儒家认为治理社会的基本思路。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离

不开“无为”二字。“无”本身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仅创造了万事万物，而且作用于万事万物。道家

认为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可以净化人民的思想，顺应自然规律，维护社会稳定[5]。 

4.2. 治理方法不同 

儒家强调的“德治”要求统治者从“正名”、“正己”和“唯贤”三个方面去实现。具体表现为遵

循纲常伦理，端正自身行为，善用贤能，不主张严刑峻法，反对残杀，以良好的德行感化社会并达到治

理的目的。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思想则要求统治者按照其本性自由发展，充分尊重和自觉运用执

政规律，不随意颁布政令，不可肆意妄为。 

4.3. 教化民众的内涵不同 

儒家思想重仁德、重孝悌、讲忠信，推崇“礼治”为具体教化民众的方法，即通过推行礼教来追寻

上下有序、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以礼为主，礼法结合。而道家思想重质朴、轻名利，以民为本，顺应

民意，要求统治者同样节制私欲，谨慎使用强权或残暴的统治手段来统治民众[6]。 

5. 儒家与道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7]中华儒家与道家社会治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与古代国家治理实践相结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宝贵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社会治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

启迪。 

5.1. 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和道家“以民为本”原则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

本，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2 年 10 月 23 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

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8]在社会治理上，第一，

我们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人民群众，紧抓人民最现实最急切的问题，从分配制度、就业制度、

教育制度、卫生健康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方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完善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第二，我们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社会治理不应

强权命令，应集思广益，听取人民意愿，依靠人民智慧，接受人民监督和评判，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惠

及全社会人民。 

5.2.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治国理政的方法上，儒家主张以德治为基础，礼法结合，黄老道家注重先

德后刑，“信赏必罚”。因此可以吸收儒道两家德法兼济的思想，将“德治”和“法治”紧密结合起来，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20


王欧杨 
 

 

DOI: 10.12677/ass.2024.131020 159 社会科学前沿 
 

互促互进、相辅相成。第一，我们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人民的生活点滴中，同时注重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各种

形式的文化活动来提升人民道德素养，在潜移默化中促进社会治理。第二，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全民知懂用统一，在科学严密的法治体系中填充优秀道德思想，充分发挥

两者的作用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5.3. 尊重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统一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告诉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大自然，一切治理工作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维

持社会秩序，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因此，政府应“简政放权”，不过度干预市场和人民生活，

调动人民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力，形成惠民、利民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把

保护环境放在首要位置，不可揠苗助长。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蓝天常在、绿水常在，实现人

与自然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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