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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升格”中窥其“以人为中心”及现世价值 

 

赵晓雨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孟子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发展了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孟子在世时，虽未受

到统治者应有的重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统治者治国的需要，孟子思想的地位渐渐被人们重新评估，地

位不断“升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内核却历久弥新，在千年后焕发新

彩，在现世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只有深入全面探求，才能触碰到儒家思想的内核，挖掘其符合时代

需求的主张，才能把握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孟子 升格 以人为中心 现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中华文化五千年，辉煌巨著随处见，春秋战国有孔孟，百花争鸣聚人间，大风泱泱，

大海滂滂。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如今我们常将

孔孟放在一起讲，孟子成了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但其实孟子的地位是到宋代时才得以真正提

高的。宋以前大多称“孔渊”、“周孔”，唐宋以后，开始出现了“孔孟”并称的说法。《孟子》

由子部到经部，从五经到四书，看似简单的过程，却是漫长历史发展的产物。孟子的“升格”

中体现着其光辉的思想内核，对现世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孟子对“儒”的继承发展 

儒家为何叫儒家？“儒”字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出现在甲骨文中，指人沐浴

之象，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比喻温文尔雅，体现在政治上为施行德政。由于“儒”字与春秋战

国时期孔子创立的学说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相似性，因此这一学派被冠以“儒家”一名。《说

文解字》中也有“儒，柔也，术士之称”。儒家学派中孔子提出的“仁”这一核心要义，被

孟子继承并不断深化发展，孟子“性善论”、“圣人观”和“天人合一观”等思想主张中处处

显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内核。 

（一）性善论的特定性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孔子、孟子、荀子等诸子都有不同的观点，看似他们的观点矛盾

冲突，必择其一，实则他们是基于不同的维度思考的。孟子虽继承孔子，但不同的是，孟子

更旗帜鲜明的提出性善论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民众所期望“仁

政”所提出的，由此可见“性善”是服务于他的政治观点，为了维护统治，保持民众的社会

生活和谐有序，又一定程度控制统治者施政的合理性道德性，保护民本的存在而阐发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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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的共同信仰。此外孟子对于“性善”做了具体阐述，提出仁、义、礼、智四端。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性善”，孟子的说法具有特定性，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在不同情

境下对不同主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两个主体，其一是君王和士人，其二是普通大

众。对君王，首先要性善，自上而下实行仁政，作为统治者要有自觉性，重视民本才能更好

的实行统治。对士人，首先自己做到善，养成心中的浩然之气，与上天沟通连接，其次帮助

统治者制定合理的施政政策，提醒统治者要仁政为民。对普通大众，提出仁义礼智是人固有

的道德品质，要遵守等级制度，对君主和长辈要有尊敬之心，实行礼的行为标准，社会中人

人守礼，和谐共处。但当贫民连饭都吃不上，经济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时，孟子是不提“性善”

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的“性善”是一种超脱刻板规矩的，顺应真实社会状况的，更善的

“性善”。 

此外，孟子的相关典籍中的“性”并不处处都是和“善”相关联的，这也给该观点提供

一定的依据。总之，孟子处处为民的现实生活考虑，虽不可否认其观点的政治色彩，但性善

论总体上显示出“以人为中心”的理想状态。 

（二）圣人观的大众性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均对“圣人”的定义有所涉及。孔子和孟子虽在圣人观的定义上

有所差别，本质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孔孟圣人观的思想差别在于，孟子更强调“以

人为中心”，从人的价值出发，维护统治秩序的和谐稳定。 

孔子认为圣人是神秘化的，是不需要后天学习就可以完全掌握最高的伦理道德要求，可

以称得上是世间的完人，孔子赋予圣人的高度是普通大众难以达到的，连孔子自己也不属于

圣人的范畴，是其一生不断追求的目标，。但孔子塑造完美的圣人形象并不是让普通大众感

受到自身的渺小，而是树立道德榜样，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观念能激励人们不断超越

自我，追求卓越。 

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创造。孟子提倡“人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的圣人观具有大众性。在孟子看来，圣人和普通人没有本质上的分别，人都是性善的，

只要能修身养性，养浩然之气，守礼敬神，就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一方面肯定了普通大众的

价值和重要性，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孟子将普通大众和圣人等量齐

观，也无形中提高了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增强人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三）天人合一观的人本性 

自西周有“敬天保民”思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继续发展，孔子敬天而避天，将“天”看

作可畏的“天命”，而不可多言，其思想原则即“道不远人”，将道学转化为人学，孟子在其

思想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并与其性善论有所融合，不断提高人的价值。 

孟子的天人合一观与性善论有密切关系，《说文解字》中说到，“性善”是“仁”的本源，

“仁”是“礼”的内质，“礼”原本“事神制福”，也就是说：礼的本意是敬神，表示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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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敬神可以带来好运。礼是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礼包含很多部分，其中，仁是礼的内

在核心，仁也是孔子提出的思想核心。最早认为亲亲为仁，后拓展到全社会普遍的一般含义。 

“仁”是从性善中提取出来的观点，加以概念化。这可以和孟子的天道思想相联系，孟

子有自信、有浩然之气，他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和“神”沟通，可以进行礼的活动。 

“性善”背后又有“天道”信仰作为支撑，即天道信仰支撑了性善，从性善中发掘出“仁”，

以“仁”为中心又拓展成“礼”的等级制度，从而不仅可以维护统治，此外，有浩然之气的

人可以和上天进行沟通，也体现出他十分重视人的价值和“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内核。 

 

二、孟子“升格”的必然缘由 

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在儒学发展史上，《论语》《孟子》等四书的地位不断

提高，经历了由“五经时代”向“四书时代”的转变。孟子思想学说的发展与社会时代密不

可分，从深层把握孟子地位提高的原因，需要从宏观角度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以及

当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在孟子思想的“升格”中，统治者的需要和有识之士的推动占主要

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思想中“以人为中心”的核心观点，不断闪耀着人文光辉。 

（一）历史的需要 

孟子政治思想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是历代尊崇孟子的根源。战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法家思

想，随着秦的暴政而破产，黄老思想的放任无为，不适合汉武帝大一统奴隶制帝国统治的需

要，魏晋以来的封建社会更需要用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来巩固统治。孟子政治思想中尽管有许

多针贬时政，斥责统治者的内容，但这些都起着“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

以内。”的重要作用。因此，旨在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的孟子政治思想，随着阶级冲突的日

益尖锐，显得十分有用。其“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大受欢迎，地位趋尊

崇也是很自然的了。 

第二，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孟子的政治思想有功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故被高度重视，

这是孟子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正如，乱世五代十国后孟子思想偃旗息鼓，当时的统治

阶级换了一批新人，这个时期是一个藩镇称王称霸的时期，君主与藩镇没有明显的界限，各

国的帝王大多出身于下层人士，将相大臣也大多出身微寒。《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天子，

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当时的势官地主文化素质低，不重视礼乐教化，崇尚武力，

轻视文人。也不受儒家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不相信君权神授，只相信武力势力，很快五代

十国就失去了它的统治，这也体现出孟子的性善论和天人合一观对统治十分有利，人类社会

必然需要道德风气和秩序稳定，这是一种信仰。又如，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大学士删减

《孟子》中对君王地位有所冲击动摇的说法，减少人民性的观点说法，主张提高君王的地位，

以方便中央集权的统治，朱元璋还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但后又由于孟子思想中也有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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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和谐的内容，就如：礼、仁、性善等，他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这虽然带有

理想性的特色，但对于当代大众信仰的形成和道德规范的遵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会世

世代代流传根植于中华民族人们的心中。 

第三，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孟子地位的日益提高，也与孟子文章体例洗炼，内涵精深

密切相关。儒家学说体系庞大，篇幅浩繁，人们常生“皓首穷经”之慨叹。而孟子之书虽只

有三万余字，但阐述儒学要义却全面、精辟，使人可以由简驾繁。 

（二）人为的推崇 

第一，人为推崇的必要性。儒学自汉武帝时被确立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自东汉魏晋之后，

由于社会动荡，人们更多将精神世界寄托于佛道两家，逐渐冲击着儒学的地位。一些有政治

地位的儒学大家一方面为了维护儒学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势，高举

复兴儒学的大旗，重新寻找儒学思想中的价值，孟子思想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重新被人

们关注到，不断发扬光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孟子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孟子的地位

逐渐升格，直至与孔子并列。儒家学说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经过对孔子孟子思想的继承，对原

有思想的不断变革创新，又重新焕发光彩，加强了儒学在政治、社会和教育中的绝对优势。 

第二，人为推崇的可能性。历代儒学有识之士对推崇和革新儒学的热情为孟子的升格提

供了可能。对孟子道德学问和传授儒学功勋的推崇，自两汉即有其端。杨雄热衷于表彰孟子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晋代也有人积极表彰孟子，《宋书·礼志》载“晋

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上疏云：孔子询询道化珠洒，孟柯皇皇诲诱无倦，是以

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到了唐代，韩愈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对孟子推崇

备至，主张“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因此他继承发展了孟子开创的道统说，宣称“尧以

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

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这里，韩愈将孟

子与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等同视之，并以这道统的继承人自居。经韩愈的大力表彰，

孟子影响日益扩大了。王安石执政时，也推尊孟子。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定为科举考

试的必修课，影响更为扩大。神宗元丰七年，诏以孟子配享孔庙。朱熹认为“论语、孟子、

中庸、大学、乃学问根本”。其影响极为深远，孟子的地位从此不可动摇。 

这其中具有浓烈的传承性，人与人的传承，例如皮日休传承了韩愈。朝代与朝代的传承，

例如元代传承宋代的思想和观念体系，依旧重视孟子的地位。从纵向传承性角度，孟子思想

的在传承中不断流变变革，这对文化的发展丰富无疑是有利的。 

（三）孟子思想的人文光辉 

如前所述，孟子思想中显示出的永恒价值即是“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体现在他的性善

论、圣人观和天人合一观等多个思想主张中，其中既有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又有基于自己思

考的发展变革。孟子升格的过程，不仅仅是外在现实状况和人为推崇，孟子思想中的人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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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才是能够推动其延续不断、绵延发展的稳定内核，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能焕发新彩，对我

们的品德修养和社会秩序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孟子思想中“以人为中心”的现世价值 

孟子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诸多思想对现世仍具有重要的价

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使红色共产党人意识到人民群众在政权更替和社会发展洪

流中的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推动社会向前发

展的力量都来源于人民。 

在孟子思想提出后的近几千年的新时代中，孟子“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焕发出新彩，

历久弥新，体现出孟子思想中的永恒智慧。孟子的思想大多都与“人”密不可分，具体体现

在对人的教化、仁爱道德的传播、君子品德的培育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等诸多方面。当今我

们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都与孟子“以人为中心”

的核心思想有一定传承关系，深深融入进民族血脉。 

（一）有利于加强对人的教化 

孟子旗帜鲜明的提出“人性善”的主张，他认为每个人都具备善良的本性，应该加强对

人的全方面教育，发挥人的社会价值。这一观点对于现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鼓励人们相

信每个人都有改变当前不利状况和不断进步的潜力，这种信念有利于激励普通大众提高自身

道德水平，培育对他人的善意和关爱，这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显得极为重要。 

（二）有利于仁爱道德的传播 

孟子强调仁爱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应该以慈爱、关怀、尊重他人。这种观点强调了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有相关的体现

“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都与孟子思想中仁爱道德的“以人为中心”思想密

切相关。 

（三）有利于君子品德的培育 

孟子强调君子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他认为君子应该具备仁爱、忠诚、

正直等，即浩然正气，并通过自我修养和社会实践来实现这些品质。在现世，这种君子道德

的理念仍具有指导作用，能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操守。 

（四）有利于社会责任的承担 

孟子提倡君主应该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应关心民生和社会公平。他认为，君子应该以

身作则，以善治理国家，使人民真正得到善待。这种社会责任的观念能在当代促进各级政府

和执法部门更多关注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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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孟子在世之时，思想并未受到推崇和发展，他的政治主张虽未曾被采纳，但由于其学问

广博，为人方正，具有浩然之气，而获得普遍尊敬。战国晚期，孟子思想开始具有一定的影

响。《孟子》一书，两汉时的地位在《论语》之次，传记之列了。历史的出现有其因果，思

想观念的变革也同样有迹可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相互缠绕交织形

成一张大网，共同作用的结果下产生了思想和文化的革新和演变。 

本文从孟子对“儒”的继承发展切入，从革新之处，剖析孟子思想中“以人为中心”的

思想内核，分析孟子升格的必然缘由，总结孟子思想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发展的重要作用和

时代价值。孟子思想流传至今，一定有其对现今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之

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绝不是空泛的，不是从外部传入的，而是实实在

在发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因此，无论是从道德价值的层面，还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的层面，或是从仁义礼智的层面，

都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社会建设和孟子思想，孔孟之道，紧紧地结合起来。毫

无疑问，孟子思想具有时代价值，它能够对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最直接的，最重

要的基础，即“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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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ing the "Human-Centered" Perspectiv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encius from His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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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Confucianism, Menciu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 of "benevolence"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Although his thoughts were not given due attention 

by the rulers during his life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the rulers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e status of Mencius' thoughts was gradually re-evaluated and continuously 

"upgraded" by people. This w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re idea of 

"people-oriented" in his thoughts remains evergreen and has shone with new brilliance a thousand years 

later, possessing extremely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in the present era. Only by delving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to it can we touch the core of Confucianism, excavate its proposition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grasp the development pulse of history and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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