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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古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儒道社会治理思想，为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稳定，提供

了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研究儒道社会治理思想及差

异，传承并发扬其科学的治理思想，完善联合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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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an and Taoist ideas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were formed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provided effective means of governance for the 
ruling class of ancient China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a complete 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Studying Confucian and Taoist idea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passing on and promoting their scien-
tific ideas of governanc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co-construction, co-management and sharing, and in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gover-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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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也产生巨大差异，各种社会矛盾涌现，

社会治理面临重大考验，因此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社会治理的关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意义非常，我

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道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对完善当今的社会治理体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儒道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道思想文化精深而广博，是中国重要的两个思想流派，两者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治

理观，对稳定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封建王朝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为研究儒道两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从以

下三个方面，即思想基础、国家治理观和人民治理观出发，阐述儒道两家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 

2.1.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 

2.1.1. 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础 
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重视仁爱的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儒学即人学，旨

在揭示人之存在本质。儒学认为，人之最根本的本质即“爱人”， [1]“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出自《孟

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仁者爱人首先体现在对个人的要求上。儒家代表性的观点如“仁者自爱，可

谓明君子矣”，首先《荀子·子道》中提到，要求个人应该对自己怀有仁爱之心，重视个人素养的提高，

以成为“明君子”。同时儒家思想还提到要“泛爱众而亲仁”，不仅是爱自己还要爱众人，让人与人之

间形成良好的氛围，提升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性。其次，仁者爱人是对统治者提出要求。孟子发挥孔子学

说，明确提出“仁政”“爱民”的政治主张，他把仁政看作尧舜之道，是平治天下的根本，“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2]统治者要仁政爱民，施政以德，顺应民心才能使国家稳固，社会更加稳定。 

2.1.2. 德治主导的国家治理观 
儒家学派重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主要作用。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德治思想，孔子

有“爱人”论，孟有“民贵与君轻”论，荀子的“载舟与覆舟”论，都要求统治者要实行德治，重视民

生。儒家所倡导的德治首先体现在对统治者的素质提升上。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的道德能引领国家的社会风尚。如果统治者的道德水

平低下，那么子民会效仿，使国家陷入灾难。 [3]由此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必须重视治理主体的素质教

育。其次，要用道德教育人民。《孔子家语·刑政》中有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

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言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败俗，于

是乎用刑矣。”圣人治理国家，必须是刑罚和政令相配合使用。 [4]最好是用道德教育，其次才是采用法

令治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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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崇尚教化的人民治理观 
儒家思想重视对人民的教化，目标是让人们拥有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

出发，儒家学派认为要使天下井然有序，民众顺从君主的统治，必然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化标准。以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以礼齐之”，用礼作为规范民众的标准，用礼去同化他们。孔子认为

社会秩序是有区别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都是一套规范的标准，礼规定了每个人的行为所符合的

标准和规范，并且要按照其行事，这就是礼。儒家所倡导的礼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引导

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随着儒家思想的逐步发展，这种思想不仅仅是关注个人价值，也上升到为国为民的

更高境界。这种崇尚教化的人民治理思想，提升了民众的修养，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人民道德修养

的进步，使社会治理更加井然有序。 

2.2. 道家社会治理思想 

2.2.1. 无为而治的思想基础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5]

道家的这种无为而治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说什么都不做，万事与我无关。道家的无为思想强调做事顺应

自然规律，就是合理的行为。这种无为就是没有主观的行动，就是遵守一切客观规律的行为。道家指出

做事要“顺天时，得人心”，不能违反“天时、地性、人意”，不能恣意做事。这种无为思想要求统治

者治理国家时，应当顺应人民，做好自己的角色，不去过多地干涉民众的思想。同时要求统治者不必事

事躬亲，大事有所为小事有所不为，应当相信臣子的能力，让臣子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发挥才能。其次，

无为要求个人做好自我管理，清心寡欲，减少个人私欲，这样社会就会达到一个高尚之道德境界。 

2.2.2. 重视君德的国家治理观 
无为而治如何把握，道家则认为一定要关注统治者的德行。道家认为要做到无不为，关键在于统治

者。在道家看来，高明统治者治国的要诀，是必须从自已做起：“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

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6]道家提倡圣人之治，统治者应当做到修身养性，采取正确的

国家治理方式。这就要求圣人在个体修为上强调去除欲望和不被外物所迷，而对于治国则更强调不应被统

治者个人好恶所主宰、妄动、妄行。 [7]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应谨慎行事，要减少人为干预，遵循自然法则，

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有其规律，不能过于人为干预，要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和精神境界，做出正确的决策。 

2.2.3. 顺应民性的人民治理观 
道家崇尚从人民出发的自然治理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

经第二十五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大地上生存，就要遵守大自然的生长规律；大地上万物的

繁衍生息都是根据气候变化而来，而宇宙的“大道”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应该有的样子。道家认为要让

天下万物自生自灭而不去加以干涉，而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基本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治

理民众也应从人类的自然本性出发，顺应民性、民情，尊重民众的天性和身体本能。这就要求统治者在

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民众的诉求，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愿望，这样使人民真正受益，从而真

心拥护统治者。 

3. 儒道社会治理思想比较 

3.1. 思想基础的差异 

儒家和道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基础，支撑着儒道两派的社会治理理论。首先，儒道两派为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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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理想社会的路径不同。儒家学派是以仁为理论核心，想要建立一个礼为手段，辅之以刑的德政社会。

其主要特征就是以“德治”为主的“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意思是首先要提升自我的道德素质和

修养，采用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刑、法的手段，使社会趋于和谐，实现利民、富国的目的。 [8]而道家

社会治理思想则不同，它以无为而治作为理论核心，通过顺民意、顺自然的手段，想要建立一个“甘其

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治理最好的“至德

之世”。 [8] 
其次，儒道两家的人性观存在差异。虽然儒家对于人性观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

观点，归根结底儒家都注重对人的教化。儒家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的，无论是本性善恶，都能通过后天

的教育培养出善心性的结果。相反，道家认为人类本性就是自然淳朴的，人应当顺其本来性情而生存。 [8]
人民天生具有自然本性，具有织布来穿、种粮来吃的共同本能，彼此浑然一体、没有偏私、放任自乐，

因此至德之世民众的行为持重、秉性朴拙淳和。因此，道家不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治理民众应当从

人类本性出发，顺应自然规律，尊重人的欲望。 

3.2. 殊途同归的价值追求 

即使儒道两派的思想核心不同，但是两派的治国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想通过自己的社会治

理手段，创造一个百姓安居幸福的，富足稳定的国家，建立一个稳定的理想社会。同时，由于当时时代

背景的局限性，儒家和道家都在站在封建君主的立场来设想理想社会，它们本质上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

稳固的统治工具，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4. 儒道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 

坚持德治法治相结合。从国家层面来讲，当代社会治理应当做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儒家思想倡导

统治者施以德治，刑法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存在，但是德治和法治并不是相互矛盾，相反两者是可

以相互补充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9]德治是道德去引

导人的行为向善，法治则是用法律法规去约束人的行为。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中，坚持法治德治相结合，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才能保证社会和谐，国家繁荣。 
重视环境保护。从社会层面来讲，当代社会治理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道家思

想重视人与自然直接的关系，强调天人合一，人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绿水青

山即金山银山，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中，必须重视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必

然离不开一个良好的自然基础。 
提升全民素质。从个人层面来讲，当代社会治理应当重视人民素质。无论是儒家学派还是道家学派，

都重视德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好的国家离不开有优秀才能的干部和高素质的人民。要重视干部治

理能力的提升，同时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到人民日常活动中，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社会。 

5. 结语 

儒道社会治理思想所包含的仁者爱人、尊重自然等思想，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中蕴含的价值，

仍然是提升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的宝藏。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儒道社会治理思想始终贯彻中华文明，为中

华文明的绵绵延续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研究儒道两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比较两家之言，让我们在人类治理体系面对若干重大的挑战时刻，仍然能得到宝贵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任何时代，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中华文明中所蕴含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根源，要推陈

出新，去寻找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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