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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李觏的民本思想是宋代最具有务实性和智慧性的典范。其 /必先于教化0、/从民欲0的政治主张 ,通过一系

列的 /富民0、/惠民0、/利民0、/恤民0等经济举措,实现 /与民同乐0、/百家争鸣0的文化建设理念, 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

命力和极其丰富、全面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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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觏 ( 1009- 1059), 字泰伯,世称盱江先生, 又称直讲

先生, 建昌军南城人,北宋进步思想家。李觏少年丧父, 家境

贫寒, 钻研经书, 以道自任。科举落第后, 回乡创办盱江书

院, 专心著述和教育。他关心百姓疾苦,倡导社会改革, 拥护

庆历新政。李觏是十一世纪关心民生的进步思想家,在其学

术阐发上流露出的一些民本思想, 仍可让我们 /古为今用0。

尤其是对于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者来说, 在提倡以人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上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教

科书。本文就5李觏集 6中的一些人本思想和观点, 试提出

自己一些粗浅看法。

一  李觏民本思想的特色

(一 )强调要安民 /必先于教化0。李觏说: /言乎人, 则

手足筋骸在其中矣; 言乎礼, 则乐、刑、政、仁、义、智、信在其

中矣。故曰: 夫礼,人道之准, 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

下国家, 修身正心, 无他, 一于礼而已矣。0 [1] 7在李觏看来,

/礼0并不是 /节制文章、献酬辑让0等规范,而是人类生活的

总则, /礼者, 虚称也,法制之总名。0 [1] 11他认为 /礼0关系到

国计民生, 是圣人教化百姓的要本之所在, /所谓安 (民 )者,

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 必先于教化焉 0 [ 1] 168。

/安民0不只是让老百姓得到必需的生活资料, 更重要的是

对他们进行教化。 /教则易为善, 善而从正, 国之所以治也;

不教则易为恶, 恶而得位, 民之所以殃也0 [ 1] 171。 /故礼之教

化也微, 其止邪也于未形0 [ 1] 169。因此, /建国君民, 教学为

先也0 [ 1] 248。

(二 )阐发了以礼为本, 礼存于利欲, /欲者人之情0的政

治观点。李觏阐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政治得失与治

民之首, 与现实社会联系, 就是做为君主怎样运用政治手段

做好国家的管理工作。作为一个管理者, 特别是对于贵为天

子、富有四海的君主, 在行为规范中要经常充实内在人格,做

到恭、俭、信、宽而爱人。李觏在5易论 6中把 /为君之道0列

为专题,认为 /用贵莫如恭,用富莫若俭0,这是 /先王之所以

保四海0的法宝。只有其行为达到规范即合于礼, 才能 /身

正0。要 /身正0首先必须 /心正0, 即明白事理, 所以宋代理

学提出 /格物致知0。如何格致? 李觏提出 /知乎仁、义、智、

信之美而学礼以求之 0, / 礼得而后仁、义、智、信亦可

见0 [1] 11, 因而说, /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 无他,

一于礼而已0 [ 1] 7。但好利是人的本性, 李觏不希望去压抑、

改变或节制人的好利本性,而主张将人类好利的自然本性同

儒家关于教民思想联系起来, 顺从人们的求利心理,去发展

经济,从而达到富民的目的, 然后在富民的基础上再进行教

民。这种民本思想,强调的是君主要顺从民欲, 应该推行顺

民心、合民意的政策, 以争取民众的衷心拥护, 把民心向背确

立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

(三 )强调了把忧国忧民的忧患美德贯穿于治民之道中

的思想。李觏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时说, /今天下之广,生民

之庶,天子坐乎法宫之中 , 责成于诸吏之近民者, 果尽得人

邪? 钮富贵者,以田野为鄙事; 嗜儒雅者, 以离俗为清贤, 奸

赃庸暗,复甚于此, 纤悉之谈, 何自入哉? 或狱讼不决, 经年

逮捕;或功役繁兴, 连头驱掠。闾里之内,烦费百端。夺其农

耕,乱其蚕织, 往往而是也0 [ 1] 182。对民生维艰的忧虑溢于

言表。他说: /前志有之: 王法必本于农。嗟乎! 衣食之急,

生人之大患也0 [ 1] 181。李觏把忧患的美德贯穿于治民之道

中,强调管理者应该关心人民的生活, 推行 /节用0的惠民政

策,建立不伤财、不害民的制度, 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衷心

悦服。如不能体恤民情, 制定出符合民心、顺乎民意的政策



措施, 就根本不可能通天下之志, 定天下之业。

(四 )以民生作为礼教的纽带和凝聚力量的动力。李觏

认为, 为了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应该提倡用伦理教化

的思想方法教育感化民众, 但李觏更看到了财富在社会文明

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 /愚窃观儒者之论, 鲜不贵义而贱

利, 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 5洪范# 八政 6: -一

曰食, 二曰货 . , 孔子曰: -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 是则治国

之实必本于财用。0/礼以是举, 政以是成,爱以是立, 威以是

行。舍是而克为治者, 未之有也。0 [ 1] 133。在这里李觏提出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即 /治国之实 ,必本于财用 0。 /财

用0即物质财富,这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李觏看到了财富

对国家政治礼教、道德风尚的决定作用, 他把对老百姓的教

化, 放在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之上。在李觏看

来, 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表面上要依靠伦理教化以争取

民心,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效法天道, 像和煦的春风那样, /富

民育德0以顺应人民的利欲要求,强调 /人非利不生0, /欲者

人之情0,承认利欲存在的合理性。

二  李觏民本思想的现代借鉴意义

李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改

革和主张, 都极具进步意义,特别是他的民本思想把对老百

姓的教化同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抓住了问

题的关键, 对于我们今天贯彻以 /人为本0的治国方略具有

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

(一 )重视教化, 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李觏

民本思想的一个特点是重视教化 ,充分认识加强公民道德的

紧迫性。李觏5安民策6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国家安定, /必

先于教化0,而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0。 /大抵天下治则文

教盛, 而贤人达;天下乱则文教衰, 而贤人穷。0 [ 1] 289 /立人以

善, 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 是尧舜之民, 鄙夫矣; 不教而善

邪, 是桀纣之民, 可封矣。移风俗, 敛贤才, 未有不由此道

也。0 [1] 111。充分肯定教化在帮肋人们向 /善0中的作用。

(二 )主张减轻农民负担, 坚持 /取于民有制 0的执政思

维方式。李觏认为 /先王之道, 取于民有制。0强调统治者对

老百姓的索取, 应有所节制。而北宋统治者却索取无度, /取

之于非其地, 求之于非其常 0, 给百姓造了不应有的负担, 因

此, 国家收取农民的贡赋应改革过去的做法, 因为 /地之所

生, 各有其宜;贡之所入,各有其常。地宜生则物得其性, 靡

不可用也; 贡常则人知其情,靡不必有也。, ,贡不以常, 则

人无备; 人无备而责之必有, 非买于蓄家不能有也。故取之

于非其地, 求之于非其常,皆农人之病而商贾之利也0 [ 1] 13。

齐国的民本政治家们清醒地认识到民心向背是政权兴废的

关键, 时刻注意民欲、民情、民意,努力使自己的施政措施 /令

顺民心0、/上下和同 0, 因而在太公时期、桓管时期、威宣时

期, 齐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和谐局面。我们要借

鉴齐国民本政治家 /因民俗0、/从民欲0的执政思维方式, 细

致调查、科学分析民情民意,把人民满意不满意当做我们做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多做人民群众高兴、满意的事情, 少做、

不做人民群众意见大、厌恶愤恨的事情。

(三 )借鉴李觏 /理财为民0、/去伪为先0的执政为民理

念,密切联系群众。李觏很注意在思想感情和执政实践中

/同民0。李觏认为君主应以天下为家去理天下之财, 而不

应当为个人聚敛私财。李觏认为, 凡天下之金玉、玩好、兵

器、交织、齿革等一切财务, 皆天下人所共有, 供天下人所共

享,任何人不得聚敛私财, 即使是君主也不能例外, /未闻天

子有私财者0。因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

臣0, 所以天子应当以天下为家, 天子理财应当是有利于民,

而不是有害于民,所以李觏认为: /利, 利于民,谓物实厚者;

害, 害于民, 谓物行苦者。使有、使阜, 起其贾以召之也; 使

亡、使微, 抑其贾以却之也。, ,夫理财之道, 去伪为

先0 [ 1] 86,君主理财要为民着想,让老百姓富裕, 自己也富裕,

国势也才能增强。李觏忧国忧民的情怀,重革新、重实质、重

实践的学风,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象

李觏那样,不是高高在上, 目中无人, 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漠不

关心,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忧患置若罔闻, 而是应该时刻牢记

党的宗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不贱视人民, 不脱离群

众,在思维指向、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上时刻保持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不忘本色。

(四 )借鉴李觏民本思想中的 /富民0理念, 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始终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执政

的根本。李觏把 /富民0作为研究思考的重点, 尤其是他看

到了物质生活对人们道德意识形成的决定作用。李觏在强

调 /生民之道食为大0, /谷米0为 /民之大命0的同时,又强调

/足食0则民安、心常, 可教而善; 反之, /食不足, 心不常, 虽

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0。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象李觏那

样,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和

关键,把实现全面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

(五 )借鉴李觏民本思想中的 /强本抑末 0、/禁止游惰0

理念,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解决好三农问题。李觏认为, 农业

是百业之本,国家发展生产, 理财致富, 就必须重视农业, 采

取发展农业的一切有效措施。因为一夫不耕要受饥, 一女不

织要受寒。因此,李觏极力主张强本抑末, 禁止末者、惰者的

存在,只要人人都务本弃末, 就可以足食足兵, 国强民富。李

觏在分析 /商贾操市井之权, 断民物之命 0, /乘人之危0而

/买贱卖贵0的现状后, 极力主张效仿桑弘羊的做法, 要 /置

平准于京师0, 防止富商大贾乘农民之急需, 哄抬物价, 盘剥

取利,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李觏的这些理财措施,

有力地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明显的

现实意义,一方面积极建设节约型社会, 降低行政成本, /禁

止游惰0, 以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对农

业、农民倾斜。如帮助农民继续拓宽致富途径, 出台有效的

/强本0措施,以帮助农民致富、鼓励农民致富。

(六 )李觏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 把它作为安民的首要

措施。李觏以礼为根本, 将礼提升出来,成为社会制度和道

德规范的统称,这也是李觏对儒家学说的提炼和贡献。他充

分认识到了教化对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影响, /故礼之教化也

微, 其止邪于未形, 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0 [ 1] 169所

以,对社会教化重视与否, 便成了 /周所以长世而秦所以不祀

的重要原因 0 [ 1] 169。因此, 李觏主张对民众要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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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以生之而无以教之,未知为人子而责之以孝,未知为人

弟而责之以友, 未知为人臣而责之以忠, 未知为人朋友交游

而责之以信, 未知廉之为贵而责之以贪, 未知让之为美而责

之以争, 未知男女之别而罪以淫, 未知上下之节而罪以骄, 是

纳民于阱也 [ 1] 169 0。通过对百姓的教育, /使父子亲, 夫妇

和, 宗族相睦,乡党相亲,财不以争, 力不以斗, 肃肃雍雍, 相

从于礼让之地0 [ 1] 169, 从而实现乡里和睦, 宗族相亲, 社会稳

定, 国泰民安。在学校教育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儒家的礼

教, 要通过儒教实现排除佛教和道教的干扰的目的。他说:

/民之欲善,盖其天性。自古儒者用于世, 必有以教导之。民

之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有所主,其于异端何暇及哉? 后之儒

者用于世, 则无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无所主,

将舍浮屠何适哉?0 [ 1] 322因此, /儒失其守, 教化坠于地。凡

所以修身正心, 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

饮食, 苟得而已0 [ 1] 322。由此可见, 李觏社会教化的主要内

容是儒家学说。在他看来, 只要用儒家思想教化民众,形成

共识, 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当然, 李觏民本思想虽然包含不少传统文化的精华, 但

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缘故,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中

仍有不少糟粕。只有客观、科学的分析李觏民本思想中的糟

粕, 努力摒弃其落后思想的影响, 才能更好的借鉴、继承其精

华。比如, 李觏民本思想仍有大量 /君尊臣卑0、轻视民众的

等级观念。其次, 李觏民本思想强调君主要 /以民为本 0, 但

并没有强调人人都要 /以人为本0, 这显然与当前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是相背离的;再次李觏民本思想虽然强

调 /义利并重0、/德法统一0、/富民、教民合一0,但实践过程

中出现了重功利轻礼义的偏差, 成为后来范仲淹、王安石变

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也反衬出今天我们党提出 /以人

为本0,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并重的

生命力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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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ference Values of L iGou. s C ivil Thoughts

DA IQ ian- fu, L iuW e i- hu,i CHEN Guo- sheng

(H engyang F inance and E conom icsT echn ical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 engyang 421002, China )

Abstrac t:  L i Gou. s civil thoughts is the m ost pragm atic and w isest mode l in the Song Dynasty. H is po litica l ideas / M ust first

be in the correctional 0, / F rom the people. sw ant0, through a ser ies o f/ enr ich ing peop le0, / supporting people 0, / bene fiting peo-

p le 0, / compass iona ting peop le0 and other econom ic initiatives to ach ieve cu lture- bu ilding ideas of / happiness w ith the people0, /

a hundred schoo ls of thought contend 0 , today still has great v ita lity and extrem ely r ich and comprehens ive refe rence va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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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