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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论“德治”

作者：周桂钿 阅读：367 次 时间：2006-5-1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网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以后，关于以德治国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大

多文章都是将“以德治国”理解为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我以为这种理解可

能不太全面，所以想提出来讨论一下，以就教于读者。 
  以德治国，与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虽然语言顺序略有差别，主要内容却是基

本一致的。为政就是治国。孔子的话完整地引下来是这样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道德来实施政治的话，就象北极星那样，停

留在那个地方，其他星都环绕着它。也就是说，以德治国，就会吸引人民，就会得到群

众的拥护。 
  儒家认为治国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法治国，一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就是用行政

命令的办法叫人民必须做到什么，禁止他们做什么，谁做了不允许做的事，就是犯法，

就要受到惩罚，受到法律的制裁。令行禁止，就算治理好了，达到理想政治。以德治

国，还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以身作则，提高当政者的道德水平，用自己的模范行为，

用自己的表率作用，来引导人民，达到治理的目的；二是以教治国，通过宣传，向人民

进行道德教育，使人民向善去恶，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些治国方式，哪一种好呢？

孰优孰劣，儒家作过比较。 

一、德治与法治的比较 
  孔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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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用行政命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虽然可以使他们

避免犯罪，但他们不知道犯法是可耻的；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仪来约束他们，他们

有羞耻意识，就能够自觉遵守规矩。两者比较，表面上看，好象差不多，有没有羞耻

心，是能不能自学遵守法则的重要原因。只是怕法律惩罚而不敢犯法，当没有官员在

场，或者其他人在场，他们可能就会偷偷地犯法，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当官的也防不

胜防，社会治安就会混乱。相反，如果人民自觉遵守规矩，那么，不论有人还是没人的

时候，他们都会自觉地不去犯法。当官的不必操心，社会也会自然安定。 
  《论语》上有很多记载，都说明孔子儒家极端重视当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季康子

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做政治工

作，就是要自身正。你带头做正确的事情，谁敢不正？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同上）自身正，政治就不难了。如果自身不正，怎么能正别人呢？那么政治就

非常难了。当政者应该做百姓的榜样，“子欲善而民善矣。”（同上）“上好礼，则民

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

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自身做好了，“近者说，远者来”，要做

什么，都会很容易成功的。如果远方的人不愿意来，怎么办呢？财富吸引，高薪聘请，

都是当下许多人所采取的办法。有的领导在招商引资时，用盛宴招待客人，却把客人吓

跑了，因为客人不敢在有这种风气的地方投资，害怕自己投下的资本被这些官员吃掉

了。孔子说“君子怀德”（《论语·里仁》），“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修文德，首先是修身，修身必须先正心、诚意。自己思想解决了，觉

悟提高了，道德高尚了，就能吸引远方的人们来。这个修文德的，当然是当政者自己。

也就是说，当政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而不是靠自己向别人宣传说教。所谓投资环

境，是多方面的，当地官员是否廉洁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 



二、德教与说教的比较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有道德的人，一

定会说出表明高尚道德的话，能说出漂亮话的人未必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言行有时是

不太一致的。特别有一些人很会说漂亮话，唱高调，但是，自己却不那么做，或者根本

做不到。他们想教育人民，实际上是在欺骗人民。人民不相信他们，社会风气因此变

坏。因此，孔子又说“巧言乱德” （《论语·卫灵公》）。说漂亮的假话，言而无信，就

会搅乱道德。 
  孟子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精彩论述。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孟子·尽心上》）仁言，就是说了仁义的话。仁声，是说当政者自己真正实行仁义，

说到做到，群众中流传着对他的赞颂。孟子认为仁声对人民影响更加深刻。朱熹注说：

“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者也……感人尤深。”（《四书集注》）如果说得再漂

亮，自己就是不实行，或者实行不了，那么连自己的妻子也不会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

信呢？领导别人不按道理，连自己的妻子也领导不了。孟子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

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因此，孟子认为，作为君子，

就应该一辈子注意修身，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

下。”（《孟子·尽心下》）不当官时，自己做好了；当官的时候，要为天下人做一些好

事。 
  所谓德教，就是身教，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来教育别人。所谓说教，就是言教，向别

人宣传道德来进行教育。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这个意思。政治上、社会上是

这样的，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妻子、子女都是自己最亲密的人，有浓厚的亲情，如果自

己行为不端正，对她们的说教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更何况他人呢？ 
  从儒家的传统说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讲“为政以德”，讲“德治”，讲

“仁政”，实际上都是强调当政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示范，

来进行领导。治国不能没有法，圣人“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但是，执

法的人必须要守法，要公正执法，这也是道德。如果执法者自己不守法，还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那么，法再好也不能正确实行。孟子说得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只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能做好政治，只有法也不能离开

人而自己去实行。所有讲法治的地方都特别重视道德问题，法律如果没有了道德的支

持，社会也会陷入一片混乱。韩非提倡法治，认为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文学修养，都没

有必要。秦始皇按他的理论来治理国家，很快也就亡国了。这个教训在中国历史上是唯

一的，没有人再重蹈这个覆辙。 
  总之，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都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  

来源：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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