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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沈长云：《论孔子对周公 “德”、“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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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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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 《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

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 “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

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 （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

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 《中庸》

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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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顾

一提起修齐治平，就让人想起 《孟子》

《大学》的相关句子。①修齐治平一直是历代儒

家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文化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周公旦被称为 “元圣”，他的思想对儒家宗师

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产生重大影响。笔

者查中国知网相关论文，学者研究修齐治平的

成果比较丰硕，而研究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

的影响则极少；学者的研究或从几方面或从单

一方面论述周公对儒家的影响 （主要是对孔子

的影响，对其他的影响的论著则几乎没有）。现

简述于下。

有的学者从几方面论述周公对孔儒的影响，

如谢谦指出孔子对周公思想的继承：周公制礼

作乐政治化，孔子则予以伦理化；周公重视贵

族文化教育，孔子则培养理想人格。②冯建科、

商国君都指出周公有顺天应时的变革思想，安

抚教化、公而忘私的精神，③后者还指出周公有

史鉴思想、忧患思想等。④谭绍江从伦理政治特

质、民本政治理念论述对周公与孔子的看法。⑤

有的学者从单方面论述周公对孔子或儒家思

想的影响，如沈长云指出，孔子继承周公 “德”

“礼”思想，进而提出仁说。⑥黄瑞英从天命观角

度指出孔子继承、发展周公天命思想。⑦王兵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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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指出周公的孝道观以上天为指归，孔子

则强调个人行孝的自觉性。① 笔者则从德的内涵

演变论述周公与商代、春秋、孔子对德的

看法。②

其他学者虽未直接论述周公对儒家的影响，

但能让读者从侧面了解 《尚书》、周初思想对

儒家产生的影响。因与本文主题没有直接的关

系，不赘述。③ 下文分别就周公思想对孔子、孟

子、荀子及其他儒家的影响展开论述，希望拙

文能填补学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周书》

“八诰”等是记载周公言行的第一手史料。学

者认为这几篇文章反映周公的思想。④ 本文有关

周公言论以 《周书》为主。

二、周公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被公认是 “元圣”，对儒家尤其是孔

孟等产生重要影响。孔子把周公当作他的典范，

他一生希望能行周公之道，恢复周礼；称赞周

公德才兼备，多才多艺；忠公体国，不谋私利；

重视贤才，重用老臣宗亲。⑤ 至于周公对孔子在

各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学界未见全面论述。

下文就周公政治思想、理想政治论、伦理思想、

礼乐思想、人性论、天命思想等方面对孔子的

影响加以阐论。

（一）周公政治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的政治思想很丰富，他的明德慎罚说、

君主修德说、以身作则说、招徕四方说、要求

官员尽心说，对孔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周公 “明德慎罚”说对孔子的影响

“明德慎罚”是周公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康诰》篇记周公告诫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

王克明德慎罚。”⑥ 历代学者对 “明德慎罚”有

不同解释。⑦ 周公的原意是君主要兼采取怀柔与

强制惩治措施，文武并用。⑧ 周公这一思想对孔

子产生了影响。

春秋时期，德、刑是当政者常常讨论的两

种措施。孔子也不例外。他对德、礼、政、刑

也提出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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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首先， “道” “德”与 “政”

“刑”对文，即 “德”与 “刑”相对。这是孔

子继承春秋德、刑并对之说。其次，孔子把

“德”的内涵转化了，周公所说的德指怀柔的

惠民政策、措施，孔子此句所说的德则指德行，

是内在于心的 “得”。朱子解云：“德礼则所以

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瑏瑠 若 “德”为礼

之本，则此 “德”为仁。孔子说：“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瑏瑡 仁

是礼乐之本。可证此 “德”亦为仁德。可见，

孔子继承发展了周公德、罚说，把外在的治民

措施转化为内在的仁心。

２周公君主修德说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重视德，他所说的德的内涵有继承商

代的，也有开启后世的，起着承前启后之作

用。瑏瑢 周公强调君主要修养道德，以德教民、化

民，以符合 “元德” （主要以 “天—王—民”

的关系为重）的标准。瑏瑣 《酒诰》记周公对康叔

说：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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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想渊源之一》，《孔子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参杜勇：《周初八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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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天—王—民”的内涵，参杨兆贵：《先秦 “德”说视域下的周公 “德”论》，《天中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哲。”① 于省吾先生对 “经德秉哲”的解释是：

从前殷先王为了惧怕上天和小民的力量，所以

恒久保持他们的德行，执守他们的恭敬。② 可见

周公告诫君主要重视小民，提高德行。周公指

出君主要虚怀若谷，接受百姓批评。他以史为

鉴，举殷太宗、中宗、高宗、周文王为这方面

的表率：“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③ 这四位贤君有个共

同点，就是重视民意：如果有小民怨骂他们，

他们不仅不生气，反而更警惕德行，知错能改。

这也是君主的胸襟、勇气的表现。可见，周公

赋 “德”予德行义，强调君主修身进德，对小

民负责，对孔子及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孔子强调君主、统治阶层修德的言论比比

皆是，如：“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

吾何以观之哉？”（《八佾》）④ “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⑤ “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等。⑥

孔子继承、发展周公君主修身说，进而要求士、

普通百姓也要修身进德，期当士、善人、君子、

仁者。⑦ 周公所说的君主指贵族阶层，而孔子则

指普通百姓、士人。

３周公强调君主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说对

孔子的影响

周公重视君主发挥 “元德”的作用，君主

一言一行对臣民产生很大影响。 《梓材》记周

公告康叔：“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

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

宥。”⑧ 只要君主能谨慎而勤劳民事，臣下就效

法他；如果君主宽宥、任用伤坏他人的罪犯，

那么，臣下对间谍、恶霸、杀人犯、私刑犯就

枉法纵放，因为他们效法君主。 《召诰》记周

公说：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

下，越王显。”⑨ 周王的地位最高，他的一举一

动都是小民效法学习的对象。若周王行为世范，

则周王德行产生良好影响；反之则是坏影响。

可见，君主对臣民的心性、行为有很大影响。瑏瑠

周公此一说法影响孔子。孔子屡屡强调统

治者要以身作则。他回答季康子有关为政的问

题，直率而严厉地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

正，孰敢不正？”（《颜渊》）瑏瑡“苟正其身矣，于

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

路》）瑏瑢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尹蔰解释说君主 “以身教者从，以

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瑏瑣

４周公君主修德以招徕四方说对孔子的

影响

周公指出，君主修德可以招徕四方。 《梓

材》记周公之言说： “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

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集，庶邦丕享。”瑏瑤 这段是说周先王发挥他们的

大德行来收服人心，结果不少兄弟方国君主来

了，既奉上他们的贡品，他们的人民也来劳作。

不少邦国、百姓自动归附，是因为被周先王的

伟大德行所感召。可见，君主修身进德可以招

徕四方邦国、百姓，无疑提高君主的影响力、

国力。

孔子受周公影响，强调 “远人不服，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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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季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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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②孔子告

诉当时在楚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又有文韬武

略的叶公③说： “近者说，远者来。” （《子

路》）④ 孔子主张以君主仁德感召、教化夷狄，

反对使用武力，强调和平相处。⑤

５周公要求官员尽心政事说对孔子的影响

以上论述周公对君主道德修养的看法。他

除了重视君主道德修养，也重视官员，认为官

员的好坏对整个政治有重要的影响。

周公要求官员了解百姓生活疾苦，善体下

情。《无逸》记周公告诫成王： “君子所其无

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⑥

做君主一开始就不该贪图安逸，要先去知道小

民耕种和收获的艰难，才能享受安逸的生活，

因为他已明白小民们的疾苦。虽然这是周公对

成王说的，但用诸臣下，也很合适：周公要求

官员关心民瘼，爱民如子。

另外，周公要求官员尽心尽责。 《康诰》

记周公对康叔说：“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

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硋民。”⑦ 他要

求康叔奋勉于职务，提高自己的德业，努力治

理好被安排在卫国的殷商遗民。只有这样，“汝

乃以殷民世享”，⑧ 才能和殷民世世代代享有卫

国国祚，卫国才能长治久安。周公这样的要求，

其实是要求官员忠于职守。

孔子受到周公影响，提出忠、敬两个观念，

强调臣下要尽心政事。他说：“临之以庄则敬，

孝慈则忠”（《为政》），⑨ “臣事君以忠”（《八

佾》），瑏瑠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颜渊》）瑏瑡 所谓的忠、敬，依朱子的解释，忠

指尽己，敬指 “主一无适”。瑏瑢 孔子不仅把忠敬

应用于政治上，还应用于教育上，所以孔门还

以 “文、行、忠、信”（《述而》）为四教。所

谓 “行、忠、信”，即孔子把忠信融会于日常

生活中。这是孔子对周公忠敬思想的进一步发

展与落实。

（二）周公理想政治论对孔子的影响

理想政治论是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为了突

出这方面，本文把它从政治思想中抽离出来。

每个人、每个学派、每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

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周公也不例外。 《梓材》

记他的话说：“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瑏瑣 他认

为政府的目的是长期关注养育人民、安定人民

的问题，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期望没有地方用得

着刑法。

用不着刑法，即无刑无讼，是周公的理想

政治，也是孔子的理想政治之一。孔子说：“听

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颜渊》）瑏瑤

孔子的理想社会是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怀之。”（《公冶长》）瑏瑥 孔子重视名、礼的理

想政治来源于周公。

（三）周公家庭伦理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重视家庭伦理、孝道。 《周书》有三

段文字记载周公对家庭伦理、孝道的阐述。《酒

诰》说：“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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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

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① 这是周公

给卫国臣民的命令，要求儿子专心务农或经商，

用赚来的东西，备上丰盛的筵席，孝养父母，

父母必然高兴，合家一起欢乐喝酒。同篇又记

周公对官员说：“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惟

君，尔乃饮食醉饱。”② 官员必须进献于自己的

父兄，然后自己才能吃喝。 《康诰》记周公对

康叔说：“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

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

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

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罚，刑兹无赦。”③ 不孝不友是 “元恶大

憝”，罪大恶极；若父、子、兄、弟不尽其责

（父不爱其子，弟不敬其兄，兄不同情弟的痛

苦），则刑无赦。

由上可见，周公对孝道的看法是：在物质

生活上，儿子要奉养父母；要先让父兄吃饱，

自己才吃，做到孝、弟；在家庭角色上，父子

各有其责，要尽力做好———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而非单纯要求一方尽责。这是天伦之道。

周公强调父子兄弟的和睦关系；孝、友不仅是

天伦关系，而且是文王所定的。强调惩处不孝、

不慈、不友、不恭之罪，是周人刑罚的特点，

它与殷代单纯强调严刑峻法、也与殷代无所谓

不孝、不慈、不友之罪有别。

孔子继承了周公孝道观。他指出儿子固然

先让父母饮食，奉养他们，但更重要的是心，

由心里关爱父母、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父

母唯其疾之忧”），尊敬父母，否则与犬马无

别；要常常保持愉悦的神色 （“色难”），且事

事依礼而行 （“无违”）（引文俱见 《为政》）。④

孔子更明确更多地强调内在的心。孝道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后儒对此加以继承、

发扬。不赘。

（四）周公天命观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把天命与君主治政、政权长久、百姓

民情紧密地联系起来。周公熟悉夏商史，根据

历史总结出天命不可尽信，他说： “惟命不于

常”⑤ “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⑥ 从政权兴替来

说，天命不会长久掌握在一家一姓之中，这是

天命无常的表现，是天命的一个特点。

天命有另一特点，是天命系于民心，这可

从历史中发见。周公说：“天畏蓒忱，民情大可

见，小人难保。”⑦ 天命不可尽信，天的威严不

可料知，可是人民的安静动乱是容易看出来的。

天命表现在民情上。君主只有重视民情而施政，

政权才能长治久安。周文王能接受天命，是因

为他体谅、爱护百姓，“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

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⑧ “徽柔懿恭，怀保

小民，惠鲜于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用咸和万民。”⑨ 他常常想着怎样安保小

民，把恩惠施给鳏寡；从早到晚不断工作，勤

于政事，没有空闲工夫吃饭，所以，他能和睦

万民，得到上天眷顾而赐予天命。文王是君主

学习的典范。

因此，君主必须做好 “天—王—民”（“元

德”内涵）三者的事：君主既修身施政，又要

敬天，由敬天而尊重民情，由此产生关心、重

视民，这就产生仁民爱物之心。这样，君主就

得到上天眷顾，天命就归于此君，政权亦无倾

覆之虞。瑏瑠 从这点来看，天命是有常的，可以掌

握的。

可见，周公心目中的天、上帝是掌握人间

政治秩序的最终决定者。周公对天、帝充满敬

畏之情，如 《大诰》记周公说： “天明畏，弼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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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丕丕基”，① 句意天命可畏，应该敬畏天而辅

成我周的伟大的基业。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天命观。他敬畏天命，

说君子有三畏，其中第一是 “畏天命” （《季

氏》）。② 另，孔子对天的看法有这几个：一是

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如 “获罪于天，无所祷

也”（《八佾》）③ “富贵在天”（《颜渊》）的

“天”是有意志的，掌握人间祸福。一是天是

自然，如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阳货》）④ 的天。一是孔子修养德行的最高

者：“知我者其天乎？”（《宪问》）⑤ 一是人类文

化 （道）的创造者、守护者，如 “天将以夫子

为木铎”（《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⑥

的 “天”，是道统的最终拥有者，也可以说是

人间秩序的主宰者，这与周公所说的天的内涵

基本相同。可见，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继承周公

的，也有新见，大都倾向于文化道德方面。⑦

（五）周公 “仪不及物”的礼乐思想对孔

子的影响

周公、孔子都重视礼乐。据传统说法，周

公创制礼乐，孔子则阐发礼乐背后的精神———

仁。下面就 “仪不及物”方面论述周公礼乐思

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东都洛邑建成，周

公请成王来洛邑举行元祀。 《洛诰》记周公对

成王说：“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⑧ 这

是周公告诉成王统御诸侯之道，要成王察识诸

侯享献是否诚心，如果享献多仪节，而其仪节

之意不及所奉献的币物，那只能说是不享。诸

侯若对享礼不诚心，下民就会效法，也不享敬

君主，这样，凡事会僭忒慢易，无所不至。颜

师古注 《汉书·郊祀志》对此的注解，符合周

公的原意：“言祭享之道，唯以薭诚，若多其容

仪，而不及礼物，则不为神所享也。”⑨ 可见，

周公本段所说包含两层意思：

１周公重视礼仪之意甚于礼物，对孔子产

生很大影响。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

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瑏瑠 “礼云礼云，玉

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

货》）瑏瑡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孔子甚至指

出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当以 “义”为本

质，所谓义，朱子解为 “制事之本”，好比树

木的树干，瑏瑢 礼、逊、信都是为了实践、完成

它，义比礼更重要。

２周公认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对孔子政治思想也有影响。孔子也极其重视

君主的道德修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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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瑏瑣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瑏瑤

（六）周公人性论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没有直接提出人性论、心论，但从

《周书》相关记载的言论可见他有自己的心、

性之见。瑏瑥 周公在 《召诰》说：“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历年？知今我初服。”瑏瑦 这段话的意思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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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现在初受天命，像生养孩子一样，他的善或

不善没有不从他幼年决定的。只要他肯努力向

善，上天必然赐给他圣智的性格。现在上天已

把圣智、吉或凶、年数长短赐给他了吧？这是

成王在初受天命时必须去好好争取的。

这段话包含几层意思：一是一个人性善或

不善从他幼年就决定了。可见，周公强调幼童

时期对人性发展的关键作用。① 二是周公强调后

天努力的重要性。只要他肯努力向善，上天必

然赐给他圣智的性格。努力向善是因，上天赐

给圣智的性格是果。这也可见周公对后天教育

及人为努力的肯定。三是周公认为圣智、吉凶、

历数长短是上天赐予的，易言之，人的智力

（内在的）、命运、寿命 （政权久暂） （后两者

是外在的）操之于上天。乍看来，周公偏向宿

命论，但周公强调成王在初受天命时必须去好

好争取。易言之，周公又认为，智力、命运、

寿命三者虽然操之于天，但人若尽一己之力，

就能从天那里转而操之在己。可见周公还是强

调后天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周公对人性论比较含蓄、强调后天努力学

习对孔子产生很大影响。孔子对人性的看法也

比较含蓄，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

货》），② 没直接提出善、恶说，而强调后天学

习。孔子重视学习，人皆知之，此不赘。钱穆

认为，孔子认为外在的是命遇，命限制了人的

种种可能，但只要尽一己之心，尽人可能，则

是仁。③ 这样，周公已提出与仁相同看法，只是

他针对成王而言，且没有明确提出 “仁”概

念。因此，周公与孔子仁说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所论，可见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理

想政治论、孝道思想、重礼意多于礼仪的看法、

人性论、天命思想等方面对孔子产生很大影响。

三、周公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对孔子产生影响，孔子对孟子也产生

很大影响。孟子曾说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公孙丑上》）④ 孔子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物，对其影响最大。当然，周公也影响孟子。

下文从革命论、 “天—王—民”论、理想政治

论、修齐治论、人性论几方面来论周公对孟子

的影响。

（一）周公革命论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提出革命论可说是孟子学乃至儒学史

上一个极重要的政治思想观念。追源溯本，周

公在 《多士》提出革命论： “上帝引逸，有夏

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

淫?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至

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在今后嗣王诞罔

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

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

有辞于罚。”⑤

这段大意是：上帝是不让人放纵享受的，

然而夏桀却不理这一法则，恣意寻乐，虽然上

帝布下灾异的谴告，但他仍不理会，以为天命

在他的身上，反而更加狂荡，为所欲为。天帝

毅然废掉起初的命令，降下灭夏的责罚，命令

成汤革掉夏的统治。从成汤直到帝乙的殷王都

勉励德行、谨慎祭祀，可是到商纣，他完全不

明天道，不想念先王为国勤劳的故事，狂荡放

肆。上帝就降下了灭商的命令。可见上帝不帮

助行为恶劣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丧亡，

都是君主不遵从天意而受罚的。可见，周公认

为若君主的行为、措施完全违背天帝，罔顾民

情，为天帝所弃，则可起而革命。当然，周公

认为此革命必须是奉天帝之命的，而且由方国

领导的。

孟子主张革命。他反驳梁惠王 “臣
!

其

君”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

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
!

君

也。”（《梁惠王下》）⑥ 他在 《离娄上》更明确

·５５·

哲　学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公重视孩童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对孟子强调 “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７５页。
参钱穆：《中国思想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２４册，台北：联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３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３４页。
顾颉刚、刘起荱：《尚书校释译论》，第１５１２－１５１３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２１页。



指出：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

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① 孟

子明确指出桀、纣失去政权是因为失去民心。

暴君失民心，则臣下皆可群起而革命。孟子革

命论继承周公，周公认为革命的前提是君主完

全违背天意，革命是奉天帝之命的。孟子进而

把天命与民心紧密连接起来，突出民心的重要

性，进而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下》）② 的主张。

（二）周公 “天—王—民”关系论对孟子

的影响

周公提出 “元德”说，认为 “天—王—

民”处于三角互动关系：三者关系极其密切，

天意体现在民情上。处于天、民之中的君主修

身、施政必须敬天，由敬天而尊重民情，关心、

重视民，产生仁民爱物之心。这样，君主就得

到上天眷顾，政权可长治久安。③ 周公在 “八

诰”里反复强调这一点。

周公重视民心、民情。他指出天意体现在

民情， 《康诰》说： “天畏蓒忱，民情大可

见。”④ 天威不可测知，它反映在民心上，民的

安静、动乱很容易看出来，则天意也很容易窥

见。他称赞文王能 “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

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以，“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⑤ 文王敬畏普通小民及有声望的人，因

此上闻于天帝，天帝就授天命予文王，则天命

系之于 “民”。周公如此重视民情，也是他从

总结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民所显示的力量。

另外，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勉善则兴、反

之则亡说对孟子产生重要的影响。 《多方》记

周公对殷遗官员说：“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

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今至

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⑥ 成汤取得

多方众士的支持以取代夏后，作了人民的君主。

他谨刑，勉民从善；他用刑于有罪的人，也使

民知惧而勉于从善。从他传到中宗祖乙，都明

德慎罚，使民从善。但商代最后的君主纣王不

能明德慎刑，不能使民从善，最后灭亡。王樵

《尚书日记》评这段话之意： “对以上三节看，

先王以仁而兴，纣以不仁而亡。”⑦ 可见，周公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仁这一名词、概念，但实则

蕴含仁爱、德教之意 （上文论周公对孔子的影

响已提过）。

孟子把周公这一思想继承发扬。孟子说：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

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

是犹恶醉而强酒。”（《离娄上》）⑧

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

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

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

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⑨

孟子把政权存亡的关键因素归之于统治者

是否推行仁政：推行仁政则得民心，得天下，

反之则失民心、失天下。所谓仁政，是君主先

解决民生问题，然后推行道德文化教育，这样

就可以一统天下。所以，仁政也是王道，是与

霸道相对且比霸道优越的政治说，也是孔子庶

之、富之、教之 （《子路》）的政治论：孔子主

张先增加人口，然后使他们富有，最后教育他

们，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孔子的政

治论里有仁政内涵，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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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三）周公理想政治论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理想政治论其中两点影响孟子，一是

国家存在以民为先说，一是周德覆盖天下说。

下面就此两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是周公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以民为

先。《康诰》说：“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

先哲王德用康硋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

迪，则罔政在厥邦。”① 这是周公告诉康叔之

言，说卫国殷民被周人统治，若人民的境况获

得改善时，周人还要学习殷代圣王那种安民治

民的统治方法，而且希望运用得和他们一样，

何况现在人民的境况未获得改善呢。可见，周

公把殷代先王当作政治人物的典范，且他的理

想政治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使人民的境况改

善；若不改善，则国家存在就没有意义！“矧今

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的句意就

是如果人民感到无所从善，环境又不能使之向

善，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政治可言呢！周公

强调国家是以民为先之意溢于言表。

周公这一看法，影响了孟子 “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看法。

周公以殷先王为典范，提出学习殷王、“绍

闻殷德”“敷求殷先王”，“用保硋民”，这是周

公命令康叔在卫国统治殷民的纲领。学习先王，

即 “因”，批判地接受，进而因时因地推行相

应的措施。这一 “因”应之术，不仅影响黄老

学，② 而且影响孟子。孟子也主张 “因”： “遵

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

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

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

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

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③

孟子提出因循先王之政，先王已经建立各种制

度，后王加以因循善用就不错了。

其次是周公提出希望周德覆盖天下说。

《君》记周公告诉召公说：“呜呼！笃蓒

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④ 周公说他

与召公真诚团结合作，所以，周家才有今天美

好的局面；希望他俩能成就文王之功，以文王

勋业广覆天下，使所有人民对周德法度莫不遵

从。周公言下之意是继承文王之功，使周朝、

周人的德教 （政治势力、政治影响）能覆盖天

下，即天下为周之天下。

周公这种说法蕴含一统天下之说，孟子主

张解决百姓生存问题，进而教化他们，“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公孙丑上》），⑤ 以王道统一天下，天下 “定

于一”（《梁惠王上》），能建立一个统一四海的

中央王朝。这一思想深受周公影响。

（四）周公修身、齐家、治国论对孟子

（兼及 《大学》）的影响

周公对殷遗提出修、齐、治之方。《多方》

记他对殷外服官员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

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

事。”⑥ 周公的意思是：殷外服官员之间有自己

造成不和的，就应和好起来；外服官员家庭有

不亲睦的，就要和好起来。如果外服官员勤于

职事，就能把居邑治理得很好。可见，周公这

番话从官员的修身、齐家、治邑 （国）说来，

很明显是修、齐、治说的雏形。蔡沈 《书经集

传》的注解也从身至家： “和其身，睦其家，

而后能协于其邑……尔邑克明，始为不负其职，

而可谓克勤乃事矣。”⑦

孟子、《大学》把这一关系说得更加明确：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离娄上》）《大学》提出三纲 （“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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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①

（五）周公人性论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对心性有自己的看法，对人性善或恶

的看法比较含蓄，上文已简述。周公重视家庭

伦理，从重视家庭关系可见他有主张性善的倾

向。他在 《康诰》篇说： “矧惟不孝不友，子

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

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

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② 他强调家庭

成员必须遵从文王所定下的家庭伦理规则：父

当爱子，子当敬重、服事父；弟当恭敬兄，兄

当友爱弟。家庭伦理是 “天显”的，父子兄弟

应互相爱护是 “天惟与我民彝”。若否，若纵

容这些罪行而不判罪刑，那么，上天给周人的

常理常法就受到严重破坏， “乃其速由文王作

罚，刑兹无赦。”③ 必须按照文王的刑法严厉处

罚这些罪不可赦之人。家庭是国家、社会最小

的培养情、理、礼的单位。周公特别重视家庭，

强调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责任，从这点来看，周

公应是性善论者，他认为父子兄弟应互相爱护

是 “应然”之事。

孟子受周公此说影响，主张敬爱父兄是人

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

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

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尽心上》）④ 良知良能是人性善的一个表现。

可见，孟子提倡性善说，受到周公影响。

另外，周公强调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

他看到权力对人性产生腐蚀作用：从历史发展

角度看，夏、商最后一个君主因受权力腐蚀而

使政权灭亡，官员为了迎合君主、百姓，往往

没有自立之心，可见，环境对人性有影响。周

公有见于此，认为教育、教化、建立制度很重

要。⑤ 先秦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都认为环

境对人性很有影响，孔子说 “习相远”，墨子

《所染》篇说明 “染”对人性、国家、士都有

重要的影响。孟子认为人性本来为善，举 “牛

山之木尝美”为譬，说明牛山上的树木本来茂

盛，被牛羊放牧后，变成光秃秃的，“人见其濯

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⑥

（《告子上》）事实上，人性本善，只是被后天

环境影响了人性来来面貌 。他也重视教育，

“谨庠序之教” （《梁惠王上》） “不教民而用

之，谓之殃民” “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

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善

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

（《尽心上》）⑦

综上所论，周公的革命论、理想政治论、

“天—王—民”的元德论、修齐治论、人性论

都对孟子产生影响。

四、周公对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一些思想观念对孔孟以外的其他儒家

也产生影响。以下主要论述周公对荀子、 《中

庸》、董仲舒的影响。

（一）周公人性论对荀子的影响

荀子是战国中晚期三晋人士。三晋与秦相

邻，学者多认为两地都比较功利，不过，秦在

历史发展中深受周文化影响，⑧ 三晋原为姬姓封

建侯国所在，也继承周文化。荀子作为儒学大

师，博学卓识，地域思想文化不能框限他。他

及其后学对周公极其尊崇，认为周公曾践履天

子之位，平乱、封建，然后致政成王。周公北

面为臣，是德才兼备的大忠之臣，时时以德教

化成王。荀子称颂周公是位圣人。⑨ 荀子如此推

崇周公，可见他深受周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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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认为荀子主张人性恶。周公虽然没有

直接提出人性论，但从 《周书》诸诰中可见周

公对人性论的看法比较含蓄，认为人性既有向

善的可能，也有为恶的倾向。他的人性向善倾

向说影响孟子，人性可能导恶说则影响荀子。①

周公谙于历史，从历史眼光看夏商兴亡，

认为权力对人性产生腐蚀作用，人性未必能善

始善终：“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

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

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② 夏、商早期君主能

遵行天道，克尽厥职，因此受到上天保护，但

他们的后代不遵天道，不尽职尽力，导致政权

覆亡。可见，从历史的角度看，人若不好好警

惕、处理权力，往往受不了权力腐蚀，把人性

恶 （如惰性）的一面表现出来。把外在的诱惑

之物 （权力）与人性的纯洁性、道德性相比，

后者显得很脆弱。

另外，周公认为君主有私欲，断狱未必公

正，则君主和普通百姓一样，其人性未必是善

的。周公告诉康叔：“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

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③ 他要康叔到

卫国统治殷民，要根据殷代法律判决罪行，该

判刑的就判刑，应杀掉的就杀掉，告诫康叔切

勿凭个人好恶断案。康叔作为卫国开国君主，

应是聪明英毅，肩负着治理好殷庶的使命。周

公仍然告诫他勿以己意断狱，以免出现冤错案

件，要他用殷代 “义刑义杀”。可见，周公还

是认为人性未必是善的，人心未能公正，因此，

建立制度很重要。

由此，周公从历史、权力等方面说明人性

有向恶的可能。荀子 《性恶》篇则从人的情

绪、欲望来说明性恶。《性恶》篇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

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

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

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

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

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④

荀子认为人天生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

等情绪、欲望，并指出如果 “顺是”，才会导

致 “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

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这几种现象出现。这里有

两个步骤，一是有默认价值判断：好利、疾恶、

耳目之欲是负面价值的，荀子说 “性者，本始

材朴也”（《礼论》），⑤ 似乎说好利、疾恶、耳

目之欲是没有好坏的价值判断；二是从行动上

看，如果 “顺是”，对这些人性放纵，就会导

致正面价值、儒家传统价值、构建社会文化伦

理价值的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灭亡。礼义文

理是荀子提倡的，它应涵盖个人、家国、社会

等方面。当然，从这几种负面情绪、欲望到礼

义文理灭亡，中间应有很多步骤、因素，而非

一蹴而就。因此，荀子未免夸大了这些负面情

绪、欲望的作用及影响。

那么，如何管控这些负面情绪、欲望，才

不使礼义文理灭亡呢？荀子认为人性可以变化，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

效》）；反对 “纵情性”，因为 “不足以合文通

治”（《非十二子》）；强调后天学习，要 “师

法”，重视后天环境， “人知谨注错，慎习俗，

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

为小人矣”（《儒效》）；要 “伪”，所谓 “伪者，

文理隆盛也”（《礼论》），就是要根据礼义之统

加以学习，“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 “性

伪合而天下治”（《礼论》），⑥ 针对先天人性、

施以后天礼义文理之治，就可成为圣人 。

（二）周公继承发扬文王之德业说对 《中

庸》的影响

周公屡屡强调要继承、发扬周文王的德业，

如 《大诰》说： “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

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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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① 说他好像站在岸边准备渡过很深的大河

的人，必须把运用大龟占卜的方法开展起来，

把文王接受天命的往事发扬起来，才不丧失先

王所建的大功。同篇又说：“民献有十夫予翼，

以于敉宁、武图功。”② 有一批有力量的殷人贵

族辅助周人，使周人可以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大

功勋。《洛诰》说：“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

文武烈”，③ 周公希望召公勉力辅佐他，以称举

召公的显德，并与他一起弘扬文王武王之光烈。

《君》说：“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④ 周

公所说的意思与上文所引 《洛诰》的话基本相

同，要继承和发扬文王的圣德，这是无穷忧勤

的事。

周公屡屡提到继承文王、先人的德业，对

《中庸》产生影响。 《中庸》应是子思的作品，

反映他的思想。⑤ 该篇有段话这样说：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

以武王为子……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武

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也。⑥

这段褒扬周公 “成文武之德”、为 “达

孝”，概括周公在建立家庭伦理、弘扬孝道、建

立礼制方面起着重要的贡献。子思对周公为孝

子的看法影响了 《孝经》。 《孝经·圣治章》

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

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

“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业而制作

礼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

故推而序之，上极于后稷而以配天。此圣人之

德，亡以加于孝也。”⑦ 称赞周公善述先人之

志，尊严其父，祭祀后稷且配天，提高文王的

地位。说这段话的平当还称赞周公是圣人。

（三）周公对董仲舒的影响

１周公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对董仲舒的

影响

周公在 《多士》篇说： “我闻曰：上帝引

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

庸帝，大淫?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

命，降至罚。”⑧ 这段大意是说，周公听说上帝

是不让人放纵地享受的，然而夏桀却不领会这

一法则，恣意寻乐，那时上帝就在他的地区里

布下了灾异的谴告。

周公提出上帝、上天布下了灾异的谴告这

一看法，可谓是灾异思想或天人感应思想的滥

觞。天人感应或灾异思想是这样的：天、人同

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

应上天。天子或君主若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

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但如果政通

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鼓励。因此，周公

这种看法显然有天人感应的意涵在。可以说，

周公是中国天人感应思想的先驱。⑨ 他对董仲舒

天人感应说产生了影响。

２周公重视内心多于外物、礼意重于礼仪

说对董仲舒的影响

上文说过，周公重视心，重视内在远多于

外在的形式的礼仪、物质。他在 《洛诰》篇对

成王说：“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瑏瑠 周

公认为要识别诸侯之诚于享献者与不诚于享献

者之分。周公重视内在之心甚于外在之物、礼。

他这种观念对董仲舒重质甚于重文的看法产生

影响。

董仲舒主张志、质重于文。《春秋繁露·王

道》篇列举古者不盟及伯姬守礼至死等事，指

出： “此 《春秋》之救文以质也。救文以质，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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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天下诸侯所以失其国者亦有焉。”① 他强调

“救文以质”， 《玉杯》篇有一段较详细说明这

一看法：“《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志为

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

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俱不能备而偏行之，

宁有质而无文……然则 《春秋》之序道也，先

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② 《竹林》篇也说：

“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③ 可见，

董仲舒重视内心志趣、内在精神 （志、质），

而非外在形式 （文）。只有先有志、质，文才

有意义。他主张救文以质，主张郁郁周文要反

之于质，《十指》篇说 “承周文而反之质”是

《春秋》十指之一，④ 在献给武帝的 《天人三

策》中也提出 “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

者”。⑤ 可见，董仲舒强调质可救文，是他的思

想核心之一。

五、结　论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对后

世儒、道两家学说产生影响。虽然学界公认周

公对儒家产生重要影响，并且称誉他是 “元

圣”，但学者没有全面论述周公对孔、孟、荀等

儒家的影响，这在儒学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研

究上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重点论述周公对孔、

孟、荀、《学》 《庸》、董的影响，希望弥补这

方面的阙失。总概而言，周公对孔、孟、荀、

《学》 《庸》、董的影响，主要偏重在政治论

（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

民本说）、礼仪礼意论、家庭伦理说、天命观、

人性观等方面，孔、孟、荀、 《学》 《庸》、董

在这些方面进一步阐发，使儒家学说更系统化，

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

显了中国特色，对后世及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周公丰富的思想内涵仍有待我们发掘、阐发，

这对弘扬国学、发掘传统文化思想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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