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2020 年第 13 期 

名汇

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老子的《道德经》虽然
并没有受到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君主的青睐，但是以一
种比较独特的形式渗透到政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成
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不断传承至今，《道德
经》体现出的道家民本思想，强调了人民在国家统治
和管理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国家或朝代兴衰的
根本，并且提倡“自然无为”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华
文明民主、自由、平等的重要体现。

以“柔”“下”之心待民作为老子《道德经》
中的核心思想，“无为而治”将老子的政治伦理思
想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来源于
“道”，它是世界的本原，“自然”是世界上的最高
法则。因此人人都应该将“自然”作为处世思想，国
家治理也应该遵循着自然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
提倡，统治者要以“柔”“下”之心对待人民百姓，
实现无为而治的治理局面。“柔”就是讲统治者要以
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姓，在制定政令时要尽量宽宏，虽
然国家统治者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也要在人民面前表
现出谦和、卑贱、柔弱的态度，要有宽广的胸怀，以
柔软的力量打败刚强，统治者要收起自身的诠释和荣
耀，制定政令时要做到宽容，这样就能使百姓安居乐
业，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下”就是指统治者要秉
持着谦让、谦下的态度与人民相处，国家统治者与人
民一样都是由“道”的本原衍生出的，因此统治者应
该怀揣着自然质朴的观念治理国家，并且待民宽容谦
下，统治者要想被人民拥戴和尊重就要将自身的姿态
放低，对待人民时要做到谦逊、退让，这样才不会被
天下人所抛弃，心甘情愿地生活在其统治的国家和体
制中。

一、以“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从民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倡了新的治国和执政

理念，劝诫统治者要将骄奢淫逸、以权谋私的行为彻
底地摒弃，以“自然无为”的统治观念对待自己的民
众，百姓心中所想的就是自身心中所想的，要将民心
和民意放在治国执政的第一位，统治者要想使国家长
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就要改变这种心态，将民本
位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根本观念。第一，统治者要时
常体察民情，要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对于自身的批
评也要虚心接受，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且及时
进行改正。要秉持着“善人者不善人之师”的观念去
向他人学习，在看到他人的不足之后，也要反思自己

是否也有这样的不足，不要将大糊涂认为是智慧。第
二，统治者要与民为善，老子认为“上善若水”，劝
诫统治者要做到“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境界，在治国
理政的过程中做到“无为又无不为”，至善至柔方能
够战无不胜。统治者要施仁政、讲仁德、任贤能，与
民为善，与民更始。老子曰：吾有三宝，一曰慈，二
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二、以“自然无为”安民
老子认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做到世界的本

原“道”那样，孕育万物但不取之一厘，像百姓施恩
时不要傲然于人，管理民众但不要主宰民众，这就是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讲的“玄德”，只有做到这样
才能够真正实现“无为而治”的局面。老子认为治理
国家要做到道法自然，百姓之所以不能够回归自然之
性，社会之所以一直动荡不安，是因为统治者横征暴
敛、连年征战、严刑苛税导致的，在这种条件下根本
不能够构建出“至德之世”的社会，因此说统治者必
须要降低赋税、减轻刑罚、反对战争，为老百姓提供
一个能够回归自然之性的生活环境。

老子在《道德经》中猛烈抨击了统治者横征暴
敛、自私自大、以权谋私的行为，老子强调治理国家
要遵循天道均衡的原则，降低百姓的赋税和徭役，保
证民众生活的权利。其次，老子在《道德经》中还强
烈地批评了利用严酷刑罚统治民众的行为，老子认为
正是因为刑罚如此严酷，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盗贼，虽
然老子的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社会民风确实会受到政策法令的影响，如果刑
罚太过于严峻的话就会造成彪悍的民风。因此，老子
认为只要施行宽泛的政令，民风也就会变得自然朴
实，民众就能够做到“自化”，实现“无为而治”的
统治局面。最后，老子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对民众生
活造成的严重破坏，因此，老子坚决地反对战争，并
且向所有统治者提倡没有战争的生活，与民更始。

三、结语
总之，老子的《道德经》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深

远，提倡“自然无为”的治国理念，也是中华文明民
主、自由、平等的重要体现，不断传承至今，通过推
进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能够为现代国家治理提
供丰富深远的经验。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文学部）

摘要：民本思想作为老子《道德经》中表达的主要思想，其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对后世具有相当深远的意
义，老子在对民本思想进行阐述时，构建出了一套丰富严密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且将民治主义进行了显现，老
子《道德经》中的民本思想更成为中国传统“虚君”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说，以政治哲学的角度对《道德
经》进行解读，能够为现代国家统治者提供丰富深远的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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