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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它

肇始于夏商周三代，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历

代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断阐释，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

系，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包含一系列“以厚民生为本”①的

富民之策，要求统治者采取相应政策，关心民众生

计，使民众生活富足。目前学术界虽已对中国传统

民本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

果，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②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

础上，将传统民本思想与民生实践联系起来加以探

究，揭示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及其在民生实践中体

现的基本特征，以深化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认知。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及其作用

就基本含义而言，“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广义

上指所有不具备官方身份的人，狭义上指广大农

民。民本思想的“民”是天下所有民众的集合，具有

整体性的特征。“本”字最初指草木的根和茎干，其基

本含义是事物的本源、主体等。“民”与“本”合称的

“民本”概念指“以民为本”，表示国家有民众就像木

有根和躯干，民众作为“根”与“躯干”就成为国家发

展的重要基础，故包含“民贵君轻”、重视民意、安民

爱民等内涵。“民本”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指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要

民心稳定，国家就会安宁；后见于《晏子春秋·内篇问

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④

在贾谊《新书》、刘勰《刘子新论》中亦有相似表述。

可见，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将民众视为治国安

邦根本的政治学说，是在强调民众基础地位的前提

下，通过限制专制暴政、重视民意和民生、珍惜与利

用民力等方式，维持政权运转、巩固政治秩序的治

国理念。

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以民为本”强调民众

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要求君主高度重视民众，具体

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民为国本，这体现了对民众地位的认识。

在先秦和秦汉的政治思想中，与民众相比，君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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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不那么重要和神圣。例如，孟子强调“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⑤；老子主张“贵

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⑥；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

本也”⑦等。

二是立国为民，这体现了对统治者与民众关系

的认知。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互

动关系，二者各有其责任与义务。统治者如果以天

下百姓为重，施政时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其就是尽

职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民众也需要纳税、守法，才

无愧于其责任。统治者既有统治国家的职责，也有

施政为民的义务，因此统治者一旦没有尽到自己应

尽的义务，民众就会发起抗争，甚至推翻旧的王朝，

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所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其

实是与革命思想紧密相连的。

三是政在养民，这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

解。传统民本思想既然把“以民为本”作为最高价值

准则，确保民众生活安乐就成为统治者的最大义

务。也就是说，保障民众的生存，实行富民、养民政

策，使民众安居乐业，是统治者最重要的职责。周公

在总结三代兴亡的历史教训时就曾提出养民主张，

这是其提出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尚书·康诰》中反

复提及“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乂”⑧，“保”

就是养的意思，“保民”即养民。周公曾告诫康叔：

“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⑨那么，如何养

民?周公认为，主要应采取无逸和慎罚的办法——无

逸即指统治者不能沉醉在安逸享乐中，要了解民众

的疾苦；慎罚则指统治者在使用刑罚时一定要慎

重。进一步而言，孔子提出足食、利民的治国主张，

孟子更是提出“制民之产”的具体富民举措，认为只

有增加民众的物质财富，让他们丰衣足食(至少达到

温饱水平)，才谈得上“驱而之善”，继而通过教育使

民众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如果民众连基本生存都

无法得到保证，就会陷入“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

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⑩的恶性循环，

造成社会不安定。荀子同样主张通过“节用裕民”来

减轻民众负担，提出“下富则上富”。管子提出，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并明确指

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

难治也。”

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是统治者重视民意、民生，

采取针对性措施限制暴政、赢取民心，使社会矛盾得

以缓和，从而达到巩固政治秩序的目的。由此可见，

传统民本思想是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服务的意识形

态。事实上，传统民本思想并不否定君主地位，反而

强调君本论。孟子赞成《尚书》中“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师”的说法，认为“圣王”的统治是实现政通

人和的基本条件，理想的统治模式是“天下有道，小

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在国家基本治理模式上，

孟子欣赏西周的等级分封制。梁惠王问“天下恶乎

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所谓“一”指的是“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以及“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是以，孟子赞同实行

等级制度，支持对贵贱尊卑的划分，他曾明言：“夫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又

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

贵。”还说：“位卑而言高，罪也。”

也正因如此，孟子对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

“兼爱”等平等思想加以抨击。孟子在民本与君本的

关系问题上，既坚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又强调重民

抑君的民本观念，表明其民本思想并不否定君本，而

是将两者协调起来——君本以民本为基础，民本以

君本为归宿。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之说，本质上是

立足于君主等级制之上的重民观念，还没有真正触

及对民众基本政治权利的尊重。即便孟子曾提出民

众在必要时可推翻暴政，也并非要彻底否定君主制

度。因此，孟子的民本思想仍然属于统治者君本思

想的组成部分。

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逐渐稳定，

作为被统治对象的民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先秦

时期的民本思想为秦汉以后的儒家士大夫继承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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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西汉初期的民本思想反映了民众要求休养

生息的强烈愿望，统治者顺应民情而采取与民休息

政策，促进了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开创了

“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自此之后，以先秦时期的

民本观念为基础，民本思想有了新的内涵，并因逐步

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而得以延续。

总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自儒家“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政治主张，而后经过统治阶级的实践和

总结，成为一种符合其自身及民众利益的基本统治

经验。以民为重、为民请命的思想，甚至轻徭薄赋的

主张，都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它要求统治者从

整体、长远利益着眼，严格约束自身行为，通过提高

道德修养，培养“仁民”“爱物”的情操，进而爱民、

“博施于民”“使民以时”，最终达到天下大治。但

正如韩非子所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

平则尽其力。”“民”并非与“君”平等的政治主体，故

传统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提出的，

是君主政治建构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机制并维持政

治机器运转的基础。

传统民本思想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

中被尊奉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确实发挥了明显

的积极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负面影响，如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还压制了商品经

济的发展等。

二、以传统民本思想为指导的民生实践

历代统治者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民生的重要

性，看到了民生问题与国家兴亡的密切关联，积极在

政治、经济、道德教化等领域实践民本思想。明君如

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清圣祖

康熙等，良吏则如宋代包拯，明代张居正、海瑞等，都

是民本思想的践行者。他们采取休养生息、轻徭薄

赋、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等施政

措施，体谅民众疾苦，关心百姓生活，满足了民众的

部分需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

世”、清“康乾盛世”等，均为在民生思想指导下推行

民本政治实践的结果。

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占据统治地

位的政治学说，通过长期的积淀，已逐渐内化到中华

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

响了历代政治家的行为模式，并逐渐成为全社会认

同的普遍政治意识。以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为

例，中国古代多数皇帝都认同其基本思路。如元世

祖即对“民贵”论大加赞赏，清乾隆帝甚至亲自撰文

阐释“民贵”论。那些依据“民贵”论行事的大臣，只

要不损害皇帝的切身利益，就往往被视为忠良之臣

而受到重用和赞扬。据《明史·宋濂传》记载，明太祖

虽指令删节《孟子》，却命人将阐释“民贵君轻”的《大

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自宋理宗亲政以

后，《大学衍义》就成为历代皇室教育的必读书，宋理

宗、元武宗、明成祖和清康熙帝等都对之有很高的评

价。明清时期钦定的《四书大全》中收录了不少颇受

官方赞赏的论说“民为贵”或“君为轻”的著作，表明

明清帝王仍然要求读书做官者通晓“民贵君轻”和

“天民相通”的道理。

传统民本思想不仅造就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封建帝王，而且培

育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如

欧阳修十分注意关心民生、救济贫民。在他看来，

“农桑是生民衣食之源”，要缓和阶级矛盾，就必须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针对

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和力役之弊，欧阳修提出了许多

改良办法。他还主张减轻科配、赋敛，凡民所不堪

者，辄请朝廷予以放免。遇有灾害发生时，欧阳修更

是请求朝廷及时减免受灾地赋税、赈济灾民，他将此

举的意义总结为：“盖以所放者少，不损国用，又察民

疾苦，微细不遗，所以国恩流布，民不怨嗟。”欧阳修

认为，朝廷之所以出现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是“制

不先定，而取之无量”造成的，故而提出“为计者莫若

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

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的意见。他建议

朝廷遵循“量入以为出”“节财以富民”的原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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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理的财政预算，削减支出和赋税，革除由差役及

高利贷等引发的弊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针对宋

神宗熙宁变法中青苗法暴露的问题，欧阳修向朝廷

提出了整治之策，即减除利息，将青苗钱改为无息贷

款，农民只还本钱，若农民未能如期归还上料青苗

钱，则停发下料青苗钱。该方案顺应了民意，宽纾了

民力，赢得了民心。又如，张居正怀揣“庶民生可遂，

而邦本获宁”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以富民、养民为

准则，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安民的善政，如宽赋敛、缓

征发；缩减开支，停办一切不急的工程；改革征税制

度，实行“一条鞭法”等，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要之，中国古代的明君良吏在传统民本思想影响下

采取的施政措施，不仅部分反映了民众的心声，而且

有利于民众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其进步意义是应

该肯定的。

民生思想作为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尤其是物质生活条件。

“民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

勤，勤则不匮。”此处的“民生”，是指民众的生计，偏

重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又如，程颢云：“为政之道，以

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这

里的“民生”与富民、养民等词相似，具有关注民众生

计、体恤民情的内涵。在民生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

中，产生了一系列“以厚民生为本”的富民之策，要求

统治者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使民众生活富

足而安乐。大体说来，历代统治者开展的以民本思

想为旨归的民生实践，主要包括重农抑商、务本兴

农，轻徭薄赋、体恤民力，不违农时、使民以时，约束

官吏、勿使扰民四个方面。

首先，重农抑商、务本兴农。这是秦汉以后历代

统治者推行的最突出的富民政策之一。中国自古以

农立国，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度，农耕文明

格外发达。历代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正是男耕女

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

定与农业兴衰、农村人口增减、农民生活水平升降有

直接关系，故而历代统治者始终将发展农业作为基

本国策。土地既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其从

事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的关键

在于抑制兼并，使农民保有小块土地。为此，历代统

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减轻农民的徭

役负担；又如，劝农归田、组织屯田、鼓励垦荒、推广

农业技术、兴修水利等。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

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本论者多为重农主义者，他们对

不从事农业生产而通过经营工商业以及其他方式获

得巨大财富的商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由此孕生了

与重农主义相辅相成的抑商政策。在以贾谊为代表

的持民本论的思想家看来，商贾自己不事生产，却坐

享农人之利，盘剥百姓，囤积居奇，巧取豪夺，实为可

恶的游食者。正是商贾的存在，使社会上开始出现

消费者渐多、生产者日少的现象。如果对商贾的行

为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和民众的生

存，也就是贾谊所说的：“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

邪，不可得也。”是故，贾谊主张：“驱民而归之农，皆

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

亩。”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大多沿袭重农抑商的政

策。如唐太宗论治国时说：“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

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

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从这一层面而言，重农抑

商政策堪称历代王朝维护国计民生的基本国策。虽

然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确实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王朝兴盛的物质基础。

其次，轻徭薄赋、体恤民力。这是统治者“仁政

爱民”的重要体现，即通过厉行节约减少民众的经济

负担，使民众所受的剥削不至于太重。西汉前期的

文帝和景帝遵循“清静无为”的宽和原则，实行轻徭

薄赋、减省刑罚、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等政策，开创了

中国历史上以“人民乐业”著称的大一统盛世“文景

之治”。唐太宗亦深谙“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

理，积极采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等宽民、利民、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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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并努力在生活上去奢省费，力戒骄奢淫逸。唐

太宗的俭朴作风使朝堂政风焕然一新，岑文本、温彦

博等大批廉吏次第涌现，为辉煌的“贞观之治”打下

坚实基础。正所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统治者

纵情享乐、肆意挥霍，不仅会腐蚀人心，而且“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此产生的自上而下的腐

败，还将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构成严重威胁。秦始皇

的“赏刑不当，赋敛无度”，隋炀帝的“志在无厌，惟

好奢侈”，西晋统治阶层的“奢靡相尚”，揭示了其

政权败亡均与不能遏制欲望、不尚俭朴有关。如何

杜绝奢靡?答案是“俭以养德”，这是君主施行“仁

政”的保证。在此基础上，清康熙帝还特别强调君主

以天下为己任的重要性：“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

生忧心，则天自佑之。”“圣王在上，制田里，广树畜，

省刑而薄敛，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民，家给人足，有

俯仰之乐，而无阽危之患。”“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

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

再次，不违农时、使民以时。这主要是针对统治

者向民众征发徭役提出的要求。《周易·节》主张：“节

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子强调“使民以时”，即

统治者应该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时令，在不误农

时的前提下向民众征发徭役。孟子进一步提出：“不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荀子更是明确指出，为政

者应当“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

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

民”。这些观点都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颇为深刻的

影响。

最后，约束官吏、勿使扰民。历代统治者除了在

施政方针上切实贯彻民本思想，在选择官吏时也很

看重他们对民本思想的践行。受此影响，民众也常

根据官吏施政时是否爱民、养民、体察民情评判其为

官的优劣。如南宋吴芾就以“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

罪于上官”的准则为官处事，收到“吏莫容奸，民怀惠

利”的成效。此外，统治者对官吏的严格管理也起

到了一定作用。如明太祖朱元璋既提倡节俭，又推

行廉政，还对贪官污吏加以严厉惩罚，确实肃清了明

初的官场风气，培养出一批为世人所称颂的清官。

三、民生实践中体现的基本特征

首先，传统民本思想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传

统民本思想并未衍化成一套相应的政治制度，它在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能否贯彻执行，主要取决于

各级官吏的领会程度以及实际推行状况。基于民本

思想制定的政策措施能否实施、如何实施、是否具有

稳定性和延续性，并不能时时得到保障。因此，相关

政策措施得以真正推行主要依靠的是统治者的德

行。当民本思想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时，

统治者往往能爱民、恤民，体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

从而开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众安居乐业的

时代。中国古代历史上盛世局面的出现，均是民本

思想与德治主义相得益彰的结果。

其次，传统民本思想与君权相互调节。自秦汉

起，专制统治能够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统

治阶级为了约束对君权的滥用，以及更好地维持政

权运转，主动采取了某种调节机制以缓和专制统治

的内在矛盾冲突，而民本思想正是这样的调节器。

继先秦儒家之后，民本思想在后世既得到不少贤明

士大夫的倡导和弘扬，也为历代有为君主所继承和

践行。科举制度作为统治阶级选贤任能的制度，其

建立和完善给士大夫阶层带来更多加官晋爵、施展

抱负的机会，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自基层社会，对

民众有深切的了解，故而多会积极践行民本思想。

同时，民众对苛政、暴政的不满特别是反抗行为给统

治者敲响了警钟，使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

治民策略，减轻对民众的压迫，缓和与民众之间的矛

盾及冲突。那些英明的统治者在位期间的种种表

现，如表达爱民、利民倾向，重视民众在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洞悉人心

向背的强大力量，承认民众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等，使重民、保民的施政措施逐渐转化为自觉的民本

思想。因此，民本思想的政治实践起到了调节君权

和专制统治的作用，减弱了其封闭性、狭隘性和非理

性因素，延缓了封建王朝衰败的速度，降低了社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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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的出现频率，使统治者能够在维持政治秩序、协

调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关系方面充分发挥其基

本职能。

再次，传统民本思想与专制统治相互依存又相

互背离。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统治秩序的客观

需要，统治者往往依据民本思想实施一些安定民心

的政策，故传统民本思想堪称专制统治的减速器。

专制统治越是趋于极端，民众的反抗就越强烈，每次

大规模农民起义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研究与贯彻民

本思想的新高潮。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新的统治者

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以使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人

口不断增加，经济、文化逐步走向繁荣，整个社会由

此呈现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盛世局面出现后，统

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前朝覆灭的教训抛之脑后，

以至于重蹈历史覆辙，对民众征收苛捐杂税，肆意盘

剥。当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到达极限，民众就会揭

竿而起。如此循环往复，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不

断发展。

最后，传统民本思想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而互

为一体。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结构上由农业村落

和城镇组成，其经济形式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为主。此种极其分散的农业型自然经济决定了大

一统王朝更多地只能依靠政治上的君主集权来维

持，而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中国古代社会

特有的尊君意识。其中，又以儒家为突出代表，许

多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尊君论的坚

定支持者。例如，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系统阐

述了他的尊君思想；董仲舒提出“唯天子受命于

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论断，赋予尊君论以神学

色彩；韩愈对君、臣、民的社会职责进行了设计，并

指出：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

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

上，则诛。

此外，程颢、程颐和朱熹等还以富有思辨性的理

论体系论证“君权神授”，将“君为臣纲”视为神圣不

可侵犯的天理。君主集权政体把社会主要权力集中

到统治阶级手中，剥夺了广大民众的权利。梁启超

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

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

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

精神不能磨灭。”金耀基也指出：“盖中国之政治，自

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

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

减轻和纾解。”于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

由“尊君—民本”构成的一体两翼的共存形态：一方

面，民本思想与尊君思想相互对抗，如民本思想为抨

击残民、虐民的暴政和绝对君权论提供了丰富的思

想资源；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又与尊君思想的一般形

态相互补充，使民众把社会安定和生活无忧的希望

寄托在明君身上。可见，传统民本思想既拥戴君主，

又反对君主对民众的压迫，从而将君主与民众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

这样看来，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

重民、富民等策略调和阶级矛盾，同时起到调整统治

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专制统

治。正如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中所指出的，传

统民本思想表现出双重功能：一方面，传统民本思想

是具有批判意识的仁人志士的精神支柱，体现了突

出的民众性；另一方面，民本思想还受到历代统治者

的高度重视，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发挥了持续

性作用。

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作为古

往今来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执政理念，它已深入中国

政治的深层结构，内化为人们普遍的政治心理，发挥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逐渐转化为近代民主思想，并在批判、继承中逐步实

现转型和重建。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

创造者”的观点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成为中国

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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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取

幸福”写进党章，确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引用有关“民为邦本”

的典故名言，并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

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既是中国共产

党根据新时代需求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的创造性阐

释，也是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时代获得创新性发展的

标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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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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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nd Its Livelihood Practice

Zuo Yuhe

Abstract：The core idea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take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contains
three meanings: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which reflects the rul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the peo⁃
ple. Setting the king as the people reflects the rul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the people, which reflects the rul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ople-cen⁃
tered thought,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nrich the people were put forward, which required the rulers to adopt corresponding
policies, care about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nd make the people live a rich life.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
lihood carried out by successive rulers mainly included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ing commerce to promote agri⁃
culture; light corvee, caring for the people; do not violate the time for farming, so that the people with time; restrain officials
and do not disturb the people.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nd its people's livelihood practice have impor⁃
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
nance.

Key words：people-oriented thought; practi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rule of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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