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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子是我国古代下层民众的典型代表, 他从下层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符合其切身利益的思想

和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具有鲜明的 民本!倾向和现代特征,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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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我国古代下层民众的杰出代表, 他从发

展社会经济、保障下层民众的普遍利益,从对国家民

主政治生活的要求, 从国内及国家间的社会和平等

几个不同角度,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 民本!倾向的思

想。这对于当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审思。

一、兴利为民 实现 民本!的经济保障
墨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 利!, 因此,人们

常常把他称为功利主义的思想家。实际上, 墨子功

利思想体现更多的是一种事功特征, 他将兴利的目

光投向了广大的下层民众。他注重 利!在现实生活
中的重要作用, 但并非一味地去追求 利!,更非为了

 利!而不择手段。然而, 当时社会却是 国之与国之

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 人之与人之相贼, 君臣不惠

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 [ 1 ] (∀兼爱中# )。为此,他

从下层民众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在保证下层民众利

益的基础上去获取正当利益的具体主张, 并为之奔

走呼号。墨子所说的 利!包括范围较广, 既包括利

害关系中的利, 也包括经济利益中的利, 其中, 他更

关注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利益。在当时

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人们首先要解决吃饭穿

衣等生活基本问题, 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从事其他一

切活动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墨子较其他各家更贴

近大众,更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墨子虽然提

倡追求物质利益,但并非无原则,当 天下熙熙, 皆为

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社会

现象时,墨子并不追求赤裸裸的利益, 而是要求遵从

 义!的原则,在 兼爱!的前提下,通过正常手段取得

合理、合法的利益, 从而将 义!与 利!、 爱!与 利!

结合起来。这是义、爱、利统一基础上的逐利思想。

 五谷者, 民之所仰也, 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
无仰,则君无养; 民无食, 则不可事! [ 1] (∀七患# )。墨

子从根本上指出了与人民生活最直接、最密切的物

质资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指出当

时 民有三患: 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 劳者不得
息![ 1] (∀非乐上# ) ,人民有这种忧患正是由于当时的经

济发展水平低下,基本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所造成。

为了能够增加社会财富, 消除普通民众的危机感,墨

子除了提出增加人口以发展生产的主张外, 还指出

社会分工的重要性:  王公大人蚤朝晏退, 听狱治政,

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 亶其思虑之智,内

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

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 耕稼树艺, 多聚升粟,

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 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

绪,綑布縿, 此其分事也。! [ 1 ] ( ∀非乐上# )社会各阶层

中,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只要能够分工协

作,各司其职, 社会财富就会增长,社会秩序也会趋

于安定。但是,如果 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 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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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

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

将必不足矣! [ 1] (∀非命下# )。因此, 墨子要求社会各阶

层做到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 1] (∀非乐上# ) ,

不同阶层的人都应当自食其力,创造物质财富。

除了上述增加财富的措施外, 墨子还提出了 节

葬!、 节用!等思想, 希望通过节俭行为来积累物质

财富,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 对于统治阶层

来说,减轻人民负担也是增加人民财富的一条有效

途径,  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

圣王弗为! [ 1] (∀节用中# ) , 所有经济活动都应当以维护

人民的利益为原则, 对于增加人民负担却不能给人

民带来更多利益的种种行为都应该停止, 以免对人

民生活造成扰乱, 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因此,  仁人之所以为事者, 必兴天
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 1] (∀兼爱中# )。

墨子通过关注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 通过提高他们

的生活水平来实现 国家富, 财用足, 百姓皆得暖衣

饱食! [ 1] (∀天志中# )的理想社会, 这是墨子乐此不疲、

四处奔走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墨子为发展经济所

提出来的思想和主张, 对于保障下层民众的实际利

益无疑是有利的。

二、民主政治 实现 民本!的政治保障

除了关注下层民众的经济生活之外, 墨子还注

意到在政治生活中也应当关注平民的主导作用,  尚

贤!是墨子在民主政治生活中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
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诸侯国任人唯亲, 没有平民权利

可以保障, 更没有民主。因此, 墨子提出选贤举能的

 尚贤!思想,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
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 1] (∀尚贤上# ) , 指出拥有贤能

是国家的幸事, 同时, 只有尊重贤能, 国家才能够得

到治理,人民的生活才能够得到保证。

那么,如何选举贤能? 怎样才能保证贤能之人

实施对人民有利的执政措施呢? 对于贤人的选择,

墨子指出了下层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当具有的

地位,即通过选举领导者, 充分表达他们的参政意

识,发挥其应有的参政作用, 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完

备。墨子重视普通民众在选贤举能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指出,对于贤人应当 听其言, 迹其行, 察其所

能而慎予官! [ 1] (∀尚贤中# ) ,贤人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

监督。对执政者实行监督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社会

的不合理现象,充分尊重下层民众的权利。虽然墨

子提出的监督群体范围仅限于 圣人!,但是, 他提出

对执政者的监督思想为今天完善民主监督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内容。

由于平民阶层处于无权地位,墨子在此情况下

提出了 天志!、 鬼神!等超人间力量, 希望通过这些

超人间力量的权威对统治者的行为进行限制, 使其

能够关注下层民众在社会中的作用。上天是爱百姓

的,在天意、鬼神的指导下, 统治者也应该顺应 天

意!, 爱护百姓: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 必得赏;

反天意者,别相恶, 交相贼, 必得罚。! [ 1 ] (∀天志上# )那

么,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怎样行事呢?  ∃天子%%唯

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 使人之物助己言谈, 使人之

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 助己视听者众,
则其所闻见者远矣; 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

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 则其谈谋度速得矣; 助之

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 1] (∀尚同中# )。天子的行

为和活动不应该脱离群众,而且,还应该常常以人民

的利益为重,这样 天子为善,天能赏之!, 否则,  天

子为暴,天能罚之! [ 1] (∀天志中# )。除了天子之外, 圣

人、君子等也应当在神意指导下发挥作用。墨子希

望在令人敬畏的 神明!监督之下,统治者能够顺应
民情,切实做出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实事来。通过天

志、鬼神的设置,使这些圣贤们能够意识到还有大批

下层民众的存在,还要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切身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墨子设计 天志!、 鬼神!等超人间的精神力量,

不是说墨子本人对此具有强烈的信仰,而是他希望

能够借助当时流行的宗教观念去增强其思想的说服

力,最终起到对统治者的警示作用,  鬼神之能赏贤

如罚暴也, 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 实所以治国家,

利万民之道也! [ 1] (∀明鬼下# )。方授楚曾经指出:  墨
子以贱人出生而欲于政治、社会有所改造,且以贱人

为标准而行之, 则欲鼓动当时之贱人, 于其传统之精

神信仰不能不有所破坏, 以别图建立, 此势所必然

也。! [2] ( P127)墨子提出,在国家管理体系中, 应当按
照不同人所具有的不同才能,在国家机构中委任以

适当的职权,即使是下层平民,也应该根据他们所具

有的才能和特长较为恰当地委任职权,把他们吸收

到国家管理阶层中来, 这样不仅充实了国家政治生

活,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民主精神。

三、反战维和 实现 民本!的外部保障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林立, 彼此之间战争不断,

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了使国家之间

能够进行和平交往, 墨子提出 非攻!思想,希望能消

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现国家的和平。

 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 大家之乱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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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 [ 1] (∀天志中#)。上

天不希望大国攻打小国, 也不希望出现以强凌弱的

不安定甚至战争的局面, 而希望各国和平相处。 顺

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 必得赏; 反天意者, 别相恶,

交相贼,必得罚! [ 1] (∀天志上# )。这实际上是墨子以天

意的名义向强者发出的呼吁,希望强者停止一切对

人民造成损失和带来伤害的战争行为, 人与人之间

应当相互关爱, 相互帮助,促进共同发展。如果说墨

子借助上天意志, 从宗教关怀的意义上来阻止战争

的发生属于虚幻行为,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战争给人

们带来的灾难则是客观事实。在天意的权威和 兼
爱!思想的指导下,生存在战争中的普通平民百姓才

能受到关注, 这为制止战争提供了精神上的保障。

尽管人们反对战争, 仍然有好事者挑起战争,  以攻

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 %攻城野战死者, 不
可胜数! [ 1] (∀节用上# )。这些发动战争的人虽然 贪伐

胜之名及得之利! [ 1] (∀非攻中# ) ,但结果 计其所得,反

不如所丧者之多! [ 1] (∀非攻中# ) ,战争造成的灾难性后

果则由普通平民百姓承担,  春则废民耕稼树艺, 秋
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 不可胜数! [ 1]
( ∀非攻中# )。所以,上至统治阶层, 下至普通民众只有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 [ 1] (∀兼爱中# ) , 停止战争,平等往来, 才能使

整个国家和谐发展, 才能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下层民

众生活的社会环境。

墨子在反对战争的同时,又提倡国家之间的和

平交往,尤其是在 兼爱!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和平

交往,国与国之间做到 无言以雠, 无德而不报。投

我以桃,报之以李! [ 3] (∀诗经∋ 大雅#) ,其最终目的是希

望通过这种和平交往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消除国家间的对立和仇恨情绪, 保证

国家之间的和平、稳定及安全, 从而为下层民众提供

一个极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可见,维护下层民众安

定的外部环境是墨子反对战争的最终落脚点。墨子

反对战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使在和

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他的反战思想甚至得到了当代国际学者的认

同,有人评价说:  墨子关于舍去利己, 树立爱他的兼

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这种理论

是极为近代化的。! [ 4] ( P426)可以说这是对墨子反战

思想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墨子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下层民

众 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 劳者不得息! [ 1 ] (∀非乐

上# )的艰难处境,为消除时弊,解决社会危机, 他提出

了 兼爱!、 非攻!、 节用!、 尚贤!以及 非命!、 非

乐!等非常切合实际的思想和对治社会弊病的措施。

他从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从经济生活到政治

生活,从国内政治到国际关系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

索,并希望他所提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思

想和主张能够付诸实施, 希望经过社会各阶层的共

同努力,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大力参与, 广大下层民众

的利益能够得到根本保障,最终实现 刑政治, 万民
和,国家富,财用足, 百姓皆得暖衣饱食, 便宁无忧!
[ 1] ( ∀天志中# )的理想社会。墨子的这些见解和主张,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明的新时期, 仍具

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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