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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

为政以德
”

思想及其启示
■ ■ ■ ■＿ ■ ■■ ■■■ 〇 李纪岩李笔婷—

摘 要 ： 中 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 。 儒 家思 想是 中 华优 秀传统 文化的核

心
，
其开创 者孔子所倡导的

“

为政以德
”

思想 ，
包含正 己修身 、 以 德化民 、 德主刑 辅等丰富 内 涵

，
是新时 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重要文化资源 。 弘扬
“

为政以德
”

思想
，
对完善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 内 容 、形

式 、 方法 与途径 ，

培育 有德性 的人
，
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 义 。

关键词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为政以德
；
价值观教育

ｙ
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

深人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

精神 、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
让中华文化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

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 ， 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 的
“

为政以

德
”

思想 ， 包含正 己修身 、 以德化 民 、德 主刑辅等丰富

内涵
，
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文化

资源 。 弘扬
“

为政 以 德
”

思想
，
对于改进新时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形式 、方法与途径 ，培育有

德性的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孔子
“

为政以德
”

思 想提出的背景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 ，
孔子的思想涉及多个方

面 ，其中 ，

“

为 政以德
”

思 想对后世产生 了 深远影响 。

《论语 ？ 为政 》 开篇就讲 ：

“

为政以德
，
譬如北辰 ， 居其

所而众星共之。

”

在孔子看来 ，统治者以德治理 国家 ，

就像北极星 ，
能够赢得老百姓众星拱月 式的拥护 。 换

言之 ，
就是

“

为政 以德 ，
众望所归

”

。 孔子为什么会提

出这样一种为政思想呢？

从社会背景来看 ， 孔子生活的时代 ， 急剧 的社会

变革对社会治理提 出 了新要求。 春秋末期 ，
经济上 ，

公家土地变成私人土地 ， 奴隶制开始 瓦解 。 政治上 ，

周王室统治作用式微 ，诸侯相互争霸 ， 战争频繁 ，
民不

聊生。 文化上 ，

“

学在官府
”

逐步 向
“

学在 民间
”

发展。

变革时代社会动荡 、传统失序 ，
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 、

维护社会稳定、 赢得百姓支持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 ，其中就包

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 孔子儒家思想体系 的

核心是
“

仁
”

，
主张用

“

仁
”

教化人民 ，
处理人们之间的

关系 。 主张
“

仁政
”

，反对暴政 ，在治国理政指导思想

上体现为倡导
“

为政以 德
” “

以 德治国
”

，
对百姓施予

“

仁爱

从个人生活背景看 ，

“

周 礼
”

深刻影响了 孔子的

成长过程 ，
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化基础 ，

对
“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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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
”

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 孔子从小就喜欢礼 ，
小

时候玩耍常拿一些 瓦器来当祭祀品 ， 在前面摆齐 ，
还

会行礼叩拜。 《史记 ？ 孔子世家 》 中记载 ，
孔子

“

为儿

嬉戏 ，常陈俎豆 ，
设礼容

”

。 而 当时
“

周礼
”

崩坏
，
礼基

本失去作用 ，
孔子想通 过

“

复 礼
”

为统治者提供治 国

安邦之道 。 所谓
“

礼治
”

，就是对百姓
“

教之以 礼
”

，使

人们 自觉接受礼的约束 ，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 目的 。

这样 ，
在用

“

为政 以德
”

思想要求统治者提髙 内在品

德修养的 同 时
，
又借

“

礼治
”

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治理

提供了外在规范 。 孔子
一

生勤奋好学 ，有远大的政治

抱负 ，
三十岁 就习 得了做人 、学 习 、 治 国的深厚学问 ，

并以此为基础创办平民教育 ，
收徒讲学 ，

向弟子传授

自 己 的思想 。 他还通过周游列 国 ，在诸侯王之间宣传

自 己 的主张 ，
这些活动极大推动 了

“

为政以德
”

思想

的传播。

二 、孔子
“

为 政以德
”

思想的丰富 内涵

从古至今 ， 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 、繁

荣昌盛 。 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

离不开
“

善治
”

。 孔

子提 出的
“

为政以德
”

思想包含正 己修身 、 以德化民 、

德主刑辅等 丰 富内 涵 ，
为后世历代统治者实施

“

善

治
”

，实现 国 泰 民 安 、 繁 荣 昌 盛提供 了 重要 的思 想

引 导。

１ ？ 统治 者要正 己修 身

在 《论语
？ 子路》 中 ，

孔子讲到 ：

“

政者 ， 正也。 子

率以正 ，孰敢不正
”

。 这里所讲的
“

正
”

是 良好的修养

与作风。 孔子认为 ，统治者德行端正了 ，然后再去率

领百姓
，
就没有谁敢不正了 。 在 《论语

？ 子路》 中
，
孔

子还强 调 ：

“

其身 正 ，
不令而行 ； 其身不正 ，

虽令不

从。

”

认为统治者身端品 正 ，
具有高 尚的 道德修养 ，

即

使不以政令强制推行政策 ，
老百姓也会 自 己 行动

；
如

果统治者道德修养不佳 ，作风不 良 ， 即 使 以政令强制

推行政策 ，
老百姓也不会执行。 可见

，
早在二千五百

多年前
，
孔子就已经意识到了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

进



而对统治者提 出了 以身作则 的 内在要求。 那么 ， 为政

者怎样才能做到
“

正 己
”

呢 ？ 孔子认为 ，
这要靠

“

修

身
”

实现 。 在 《论语 ？ 宪 问 》 中 ， 孔子强调 ：

“

修 己 以

敬 、修己 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

”

也就是说 ，统治者只

有以 自 己为起点 ，加强 自 身修养 ，才能赢得老百姓的

信服与拥护 ， 从而安定天下。 关于
“

修身
”

与
“

治国
”

的关系
，
《礼记 ？ 大学 》 中 有更清晰的逻辑 ：

“

古之欲

明明德于天下者
，
先治其国 ； 欲治其 国者 ，

先齐其家 ；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

其心者 ，先诚其意 ；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

物。 物格而后知至
，
知至而后意诚 ，

意诚而后心正 ，心

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
国治而后

天下平。

”

在这里 ，

“

修身
”

是
“

治 国
”

的前提 ，统治者把

自 己的德性品行修炼好了 ， 以身作则 ，
国 家就容易治

理了 。 而一旦 国家治理好了 ， 治 国的
“

仁德
”

就会被

人传颂 ， 名垂青史。

２ ． 国 家治理要施行仁政

“

仁
”

是儒家思想 的核心。 孔子认为 ，

“

仁者爱

人
”

，
具体而言 ， 如果能做到

“

恭 、 宽 、信 、 敏 、 惠
”

，就达

到
“

仁
”

的境界 了 。 将
“

仁
”

用 于 国家治理 ， 就是
“

仁

政
”

。 在 《论语 ＊ 述而 》 中 ，
孔子强调 ：

“

泛爱众而亲

仁。

”

也 就是说
，
统治者要博爱众人

，
尤其要亲近有

“

仁德
”

的人。 统治者爱戴百姓 ，
以

“

仁德
”

治理国家
，

百姓拥戴具有
“

仁德
”

之心 的统治者 ，社会就能形成

良性循环 。 为了普及
“

仁德
”

， 推行
“

仁政
”

，孔子主张

不论是统治者 、官宦阶层还是普通百姓 ，都要
“

教之以

德
”“

齐之以 礼
”

，
引 导他们 以德立身 、 以 礼克 己 。 在

“

恭 、宽 、信 、
敏 、 惠

”

五德 中
，
孔子特别重视

“

诚信
”

。

在 《论语 ？ 颜渊》 中 ，孔子强调 ：

“

自古皆有死 ，
民无信

不立
”

。 这就是说
， 每个人终有一死 ，但没有

“

信
”

则

无以立身 。 国君要讲诚信 ，官宦要讲诚信 ，
百姓也要

讲诚信 ，
只有每个人都讲诚信 ，

社会才能 和谐。 孔子

所强调的
“

信
”

，在西汉儒学大家董仲舒那里 ，
发展成

为
“

仁 、义 、 礼 、 智 、 信
”

的
“

五常
”

之
一

。 新 时代 ，

“

诚

信
”

则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个体层面价值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所注重的
“

以德化民
”

之
“

德
”

，

还有
“

孝悌之义
”

， 在现代社会发展 中 都有所体现。

在 《论语 ？ 学而》 中
，孔子强调 ：

“

孝悌也者
，
其为仁之

本与
”

。 孝是孝敬父母 ，
悌是敬爱兄长 。 孔子认为 ，

对

父母和兄弟姐妹敬爱有加 ，
这就是

“

仁
”

的根本 。
一

个人在家中对 自 己 的父母不孝敬 ，
对兄长不敬爱 ，那

么他在社会上也不会真心待人 ，
这样的人是不可信

的 。 所以
，
孔子提倡统治者在选官用官时 ，

需 要考察

备选者是否具有
“

孝悌之义
”

。

３ ． 国 家治理要德礼并重 、德主刑辅

孔子的
“

为政以德
”

思想不是片面 、 孤立的德治 ，

而是
“

德
” “

礼
” “

刑
”

的辩证统一 。 孔子认为 ，

“

礼
”

和
“

德
”

相辅相成 ， 同等重要。 在 《论语 ？ 为政》 中
，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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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 ：

“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

。 就是说 ，
既

要以德引导人们的思想 ，又要以礼规范人们的行为 ，

让那些行为不端者有羞耻之心并且 自 我约束 、 停止 自

己的不端行为。 当
“

礼
”

和
“

德
”

并驾齐驱 ， 转化为每

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时 ，社会离善治就不远 了 。 同

时 ，孔子认为在 国 家治理中 ，刑罚也很重要 ，但
“

德
”

“

礼
”

是根本 ，
因此主张

“

德主刑 辅
”

。 在 《论语 ？ 子

路》 中 ，孔子对
“

德
” “

礼
” “

刑
”

的辩证关系做了这样的

阐释 ：

“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 ，则 民无所措

手足
”

。 就是说 ，如果不倡导礼乐 ，刑罚政令就难以很

好地发挥作用 ，
那样百姓就不知道 自 己 的行为是否正

确 ，
也无法改进 自 己 的行为 。 因此 ，要想通过政令刑

罚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就应该兴礼乐 ，
用礼乐教化人

们 ，使人们遵从内心的
“

礼
”

约束 自 己 的行为 。 在 《论

语 ？ 为政 》 中 ，孔子强调 ：

“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 民免

而无耻
；
道之以 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

。 就是说用

政令刑罚来引 导百姓 ，百姓因担心受到制裁而屈服
，

但内心并不认为违法犯罪是可耻的 ；若是用德行礼制

引导百姓 ，他们就会因为 内在耻辱感而约束 自 己 的行

为 ，避免犯罪 。 可见 ，孔子认为政令刑罚只能起到外

在规范作用 ，
不能深刻地引导 、管理好百姓 ；而德行礼

制则能起到内化作用
， 引 导百姓 自觉遵守社会规则 。

所以 ，孔子主张
“

德主刑辅
”

，希望统治者能够在更深

层次上治理国家 ， 实现社会和谐。

三 、 孔子
＂

为政 以德
”

思想的现代启示

在中华文 明绵 延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 ，

“

为政 以

德
”

思想呈现出 强大生命力 ，成为 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贵精神财富 。 历史上众多统治者为政以德 、修身

律己 、教化百姓 ， 结合
“

德刑
”

安邦治 国 ，推 动 了 中华

文明持续发展。 在新时代
，
弘扬

“

为政以德
”

思想
，
对

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内容 、 形式 、方法

与途径 ，培育有德性的人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内容而言 ， 孔子
“

为 政 以 德
”

思 想 中 被奉为
“

德
”

的 价值观念 ，有的 已经被传承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如信 （ 诚信 ） 、 敏 （ 敬业 ）

、宽

（宽厚 ） 、 惠 （
友善 ） 等 ；

有 的虽然没有直接传承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 ，但已经转化为治国理政与

国际交往 中 的 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 ，
如

“

以德治国
”

“

亲诚惠容
”

。 就形式而言 ， 孔子借助周 礼承载其所

主张的
“

为政 以德
”

思想 ，
契合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承

规律
，
利用传统文化深刻影 响人们 的思想观念 ， 启示

我们在新时代
“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要认真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 “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

。 就方法

而言 ，
孔子所倡导 的为政者以 身作则 、 率先

“

正 己
”

“

修身
”

等思想 ，成为思 想政治教育领域人们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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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研修
｜

同与践行的
“

示范法
”

与
“

慎独法
”

等德育方法 ，
在新

时代价值观教育中应当落到实处。 就途径而言 ，
孔子

强调坚持德礼并重 、德主刑辅 ，
启示我们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
“

以德治 国
”

与
“

依法

治 国
”

相结合 ，
以

“

德
”

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念 ， 以
“

法
”

确保人们的外在行为。

２ ． 培育有德行的人
“

为政以德
”

， 支点在
“

德
”

，
目 的在治 国理政 ，

关

键在培育有德行的人 ，
尤其是承担治 国理政重任的管

理者。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 ，支

点在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目 的在 于引导 社会价

值取向 、治理国家和社会 ，关键在于培育认同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 （尤其是未来可能承担治 国

理政重任的青少年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国家

层面的富强 、 民 主 、 文明 、 和谐
，
社会层面 的 自 由 、 平

等 、公正 、法治 ，个体层面的爱国 、 敬业 、诚信 、友善 ，
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 ，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本质体现 ，
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思想

道德建设的根本遵循。 在新时代 ，
弘扬

“

为政 以 德
”

思想 ，根本上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治国

理政 。 这其中的关键又在于 ，
承担治 国理政重任的领

导者通过
“

正 己
” “

修 身
”

，率先认 同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成为有德行的人 ，从而引领社会价值走

向 。 而人的德行的养成关键在青少年时期 ，
因此

，
在

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中要注重培育
“

为政以德
”

的思想

观念
，
这样培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能承担起治

国理政的重任。

当然 ，学术界对孔子
“

为政 以德
”

思 想现代启示

的阐发不仅表现在价值观教育方面 ， 而且表现在
“

为

政
”

方面 。 譬如 ，有学者认为 ：

“

孔子的
‘

为政以德
’

治

国理念对当代 中国努力建设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养分。

”

有学者认为
，
孔子

“

为政以德
”

思想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多方面启示。

但是 ，正如上文分析的 ， 在孔子
“

为政以 德
”

思想 中 ，

“

为政
”

是 目标 ，

“

德
”

是前提 、是支点
，
培 育有德行的

人是关键。 因此
，
阐发孔子

“

为政以 德
”

思想对新时

代积极培育认同 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德

行的青少年 ，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 本文编辑 ：
张文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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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话关系的
教师权威重塑

〇 白丽花

摘 要 ：
教师权威可以理解为 外在型教师 权威与

内在型教师权威。 我 国教师权威的 现代性危机恰好

是在传统教师权威消解后 出 现的
，
教师 内在型 权威的

缺失
，
引发 了 各种教育 问 题。 回顾 中 国 历 史上的

“

万

世之师
”

孔子
，
能给我们重 塑 内在型 教师权威 带 来些

许启示 。

关键词 ：对话 ；
外在型教师权威 ；

内在型教师权威

、

￥
年

，
新闻媒体报道 的个别教师师德失范 、 师生

冲突事件屡见不鲜
，
且被舆论片面放大

，
削弱

了教师在社会上的威信。 治理师德失 范现象 、减少师

生冲突事件 、促进学校教育活动 良性发展 ，
需要教师

权威的重塑。 孔子基于
“

对话
”

关系树立起的光辉教

师权威形象 ，为现代教师提供了学习榜样。

一

、 教师权威的类型划分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把合法性权威划分为三种类

型 ：基于习俗 、古老传统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型权威 ；

基于神授天赋的个人或个人超凡的影 响力与号召力

的魅力型权威 ；
基于正式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正当

性的法理型权威。 与之对应 ，
教师权威也可 以划分

为 ：传统型教师权威 ， 如中 国先秦时期孟子将君师并

称
，
荀子把师提到与天地 、祖宗并列的地位 ，

教师是治

国根本
，

“

师 以载道
”

， 教师身上因 具有
“

道
”

，而形成

了中 国几千年来的师道尊严 ，有了
“
一

日 为师 ，终身为

父
”

的说法 ，
这是基于传统形成的对教师权威的认同 ；

魅力型教师权威
，
如孔子、 朱熹等人 ；

制度 型教师权

威 ，
由于教育与政治的关联 ，

教育制度化的形成 ，
教师

成为国家教育公权的部分行使者 ，
所以教师被 国家制

定的与教育相关的法律 、制度赋予外在权威
，
比如

，
我

国 １ 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 颁布实施的 《教师法 》就是对教师

外在权威的进
一

步明确 。

当人类文明进人民主社会 ，
对人主体性价值的张

扬与肯定 ，使传统型教师权威被消解 ，
而剩 下的 魅力

型教师权威与制度型教师权威可以 从 内在型教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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