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它既是儒者們的壹種人文信仰，也是他們能希望

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落實的制度與方法。它的核心是以道德仁義為原則，從而達到實現國家長治

久安的目標。從現有的文獻當中可知，在孔子以前，「王道」思想就已經存在。《尚書‧洪範》

篇對此有明確的記載。對處於由宗法封建社會進入官僚地主社會大變之際的孔子來說，隨著社

會動亂不斷的加劇，過去彰顯於穩定統壹秩序中的「王道」思想也變得幽暗不明，岌岌可危。

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在對舊有的六經等典籍進行整理的同時，也依附六經灌註了自己的思

想，寄託了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從而為後來的儒生們重塑了對王道的信仰。孔子王道思想的

核心是以仁修身，以德治國。在此核心思想的指導下，孔子認為統治者在選撥人才的制度上應

打破血統論從而舉賢任能，實行精英治國；在具體政策實行的過程中應該注重民生，富民而教，

減輕民眾負擔；在宗教信仰上，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強調「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人本主

義。從而建立壹套名分（禮）與孝道（仁）為主的和諧穩定的賢能政治社會。

孔子去世後，以七十賢人為代表的孔門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王道思想從不同層面進行了

深化與推進。在理想層面，它主要表現在對禪讓制度的推崇以及對大同小康社會的展望；在實

踐層面，孔門後學特別是曾子學派對孔子的「孝」治思想進行了深化；在心性論層面，孔門後學

對對誠的論述、對以情應物的心物關係、對大體小體等問題的探討，為孟子性善論的提出提供

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孟子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通過以情論心、以心論性的方式，論

證了人性為善的本質。孔子之後，由曾子、《大學》、《中庸》、《五行》到孟子，孔子構建的王道

信仰的心性層面，表現出了壹個由外到內、由性到情、心的內向轉折。心性之學看似是向內發

展，實質上是為向外的王道大同社會的實現提供了價值基礎與教養的本源。除此之外，孟子在

對歷史事件的分析以及對具體政策的探討上都貫穿著他仁義至上的王道理念。並在王道與霸道

的關係上表現出尊王賤霸的態度。

隨著簡帛《五行》篇的出土問世，荀子對子思、孟子的批評逐漸明朗。荀子並不是要批評

「仁義禮智聖」等具體德目，而是批評思孟將「仁義禮智聖」五種德目引入到傳統五行相生相剋

的觀念當中。這種引入使得「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等神秘主義開始在學

術理論界流行。鄒衍即是這方面的代表。因此，荀子在反對孟子的同時，走向了與孟子對王道

論證的不同道路。雖然論證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仁義至上的王道理念是壹致的。荀子通過對

「天人之分」與「性偽之別」的分析論證認為王道理念的推行必須建立在聖人教化的基礎上以

及禮義制度的保障中。於是，荀子對如何將王道理念落實到現實中做了詳細的設計。正如壹國

國家的君主有「聖君、中君、暴君」等區別，荀子將國家治理的好壞也分為三個等級：壹個是

實行禮義的王道國家，壹個是講究信用的霸道國家，壹個是搞權術陰謀的必然走向滅亡的國家。

對於荀子來說，他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時採用什麼樣的治理之道就會走向相應的社會。因此現

實社會中，人們必須要效法師儒，從而為王道社會的實現提供相應的理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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