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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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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盆庆400067)

    [摘要〕《三国演义》的思想涉及民本思想，但《三国演义》片民本思想进行T怎样的发展，则

研究较少或不深入。从民本思想的源流探讨中，分析《三国演义》中民本思想的实质，从思想史

的角度，可以看到《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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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政

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其与仁政的关系而言，二者

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体现:行仁政者，当以民为

本，而以民为本则凸现仁政思想。在封建专制君主

集权制确立前，民本思想实则是由重神事到重人事

的转换，而确立后，民本思想就成为“君权神授”的

对立面或补充物而产生积极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生产力较为低下时，“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神”是至上的，“民”的地位很低，甚至是被

损害的，“残民奉天”、“残民尊神”，《尚书·盘庚》中

有大量的此类记载。人们在甲骨卜辞的研究中也

发现:“仆”、“妾”等字为鲸首象形，“奴”、“役”等字

为殴背象形，“奚”提其发，“羌”系其首，这实则是残

民文化或者说奴隶文化的表现。而在殷商至周朝

这一社会更替之中，“民”的力量得以显示，统治阶

级也得到警示，涣涣大国殷商灭亡正是失掉民心的

结果，于是武王指出“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

罚，不敢侮鳄寡，庸庸、抵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

区夏”，“天视我民视，天听我民听”(《尚书 ·泰

誓》)，可以感知到对“民”的力量畏惧而尊民，并把

“天意”转向“民意”，由尊神而开始了重人。初步具

有敬德“保民而王”的思想命题。其中“用康保民”、

“知小民之依”(《尚书·无逸》)把“民”作为巩固自

己统治的重要条件。

    应该说，民本思想的全面发展与成熟是在春秋

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割据混战，是否能霸天下，

“民”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各军阀争夺与争取

的对象。甚至在“神”、“民”之间，“民”甚至被置于

“神”之上。《左传》、《国语》中的此类言论很多。比

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

神”(《左传·担公六年》)，“民和然后神降之福”

(《国语·普语上》).之所以会如此，是这些军阀在

征战过程之中，亲身感受到了如《春秋》中记载的

“民变”、“民溃”的巨大力量，那种“以百姓为当狗”

的“不仁”行为，只能导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

死"(《老子》第“，第49)的结果。所以墨子也多次

强调“贱人”的利益，要求统治者讲“役夫之道”，“与

百姓均事业”、“共劳苦”等。(见《墨子·尚贤》)

    把“民本”思想系统化而发展到高峰应该推孟

子。孟子阐发“民本”思想的言论很多，最为核心的

是《尽心下》:

    孟子日:民为贵，社援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

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

大夫。

    在民、社傻、君的秩序排列中，孟子强调了“民

贵君轻”。再结合孟子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论述

看(详见《孟子·公孙五下》)，指出要得乎“民心”才

能“天下顺之”，即“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如此得政

于民的思想，有研究者甚至指出此乃是孟子把传统

的尧舜时代天子民选制度加以理想化的产物。在

此前提下，《孟子》中就提出了一系列“爱民”、“利

民”而不“虐民”、“残民”、“周民”的措施，诸如“制民

以产”、“使民养生”、“听政于国人”、“乐以天下，优

以天下”等等。至此，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已发

展到相当高的水准了。

    我们对于“民本”思想溯源讨论的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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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民本”思想体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重 背景下，人们渴望解民倒悬之君。君之设不仅仅是
人事。对于统治者而言，强调保民而王，其中不乏 “修己”而“安天下”，而是要于乱世之中给民以生
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 息，老百姓期待着这样的君主出现。于是在《三国
而得以丰富，比如荀子沿此指出:“君者舟也，庶人 演义》中描写了老百姓是如何拥戴“仁王”刘备的情
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舟水论，成为 状:荆州百姓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
历代统治者的警策思想，以至于唐太宗以此作为对 足”，“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第“回)在天
太子的日常教导语. 下混乱之际，象刘备能使民安宁丰足之君，这是老
    其二，“民本”思想中有使民生养的物质条件要 百姓盼望的。在刘备三让徐州时，徐州百姓拥挤府

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开 前，哭拜日:“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
国之主)采取措施，节制自我欲望，轻刑薄赋与民生 矣。”(第12回)“玄德人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
息，历史上的物质丰盛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 而接。”(第65回)如此“爱戴”拥立，既说明“仁王”
治”、“康乾盛世”等，在一定程度上显出民本思想的 刘备对于战乱中的老百姓无疑是救命稻草，反映出
积极意义。同时，以民为本，也使统治者在自己的 历经战乱渴望休息的时代心声，同时亦说明，刘备
政治建设中注重民心向背，注重恤民爱民，以获取 所施行的“王道”，与传统“王道”相比较，是真正意

民心.如贾谊指出:“从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 义上的与老百姓共命运，同休戚，是利益的共同一
有速，民必胜之.”(《新书》)，朱熹也指出:“天下之务 致，是鱼水关系.

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黄宗羲甚至指出: 以上既可见到对“君为民设”的继承，但作品更
“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天下之 强调百姓之所以拥立刘备.
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优乐”(((明夷待 在《三国演义》之中，作品不仅强调刘备是“汉
访录·原臣》)，如此，封建的统治阶层，在其上层建 朝苗裔”，“帝室之宵”，而且更强调刘备始终以讨贼
筑的意识形态中，“民心”也不得不成为内容之一 兴汉为己任，上安社被，下安黎庶，突出在刘备身上

    其三，民贵君轻，君为民设.历代沿传，深人人 对天下苍生的系念.在“二顾”诸葛亮时刘备留书
心，激荡中国文人优国优民思想，甚至奔走呼号，为 道，请诸葛亮出山，是“天下幸甚，社梭幸甚”，在“三

民请命，强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患主题。并 顾”见面时便说“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在诸葛
且，“民本”思想，也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针贬时弊，亮拒绝时，又泣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其所作
反对暴君苛政的重要思想武器，要求统治者“施仁 所为，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中仁君立国之本是
政于民”，使民本思想成为仁政思想的最直接表现.在于万民之优乐的一脉相承.于是作品中特别渲

从孔子、孟子、贾谊、魏征，特别是到黄宗羲，乃至近 染刘备是如何恤民爱民，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如
代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则直接以此作为武器抗 在襄阳之败时，哀求刘琼开城门，“但欲救百姓”，人

衡封建的君主专制，而产生积极的历史作用。 城时，又嘱托张飞“休惊百姓”，当张飞人城，引起城
    产生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在谴责暴政，残 中兵战时，玄德又言“本欲求保民，反害民也，吾不

民损民政治时，又呼唤传统文化中的仁政、仁君，以 愿人襄阳”(第41回).在当阳之败时，面对百姓于
救民于水火.而这种呼唤的表征便上“尊刘抑曹”.战乱中的惨景，玄德大哭:“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

在仁政、民本思想的发展链条中，《三国演义》又处 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
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即上承先秦以来的行仁政，恤 宁不悲乎!”须强调的是，作品写刘备这类恤民爱

士民，民惟邦本，反对残民暴政思想，下启清初黄宗 民，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如襄阳为救百
羲、王夫之乃至近代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谴责视天 姓，致使襄阳重镇拱手让与曹操而自己无立身之
下为一人之产业的独裁暴君·批判君主专制;倡导 地，如当阳为救百姓，日行十余里，致使有当m-,M-7渗
民主、改良的思想. 败，这却更突出了刘备“临难仁心存百姓”，正与卓、
    与民本思想的早期形态相比较，《三国演义》在 操一类“无君无父之人”的残暴行为，利己自私行为

民本思想上主要有如下贡献: 形成对照。

    其一，由行仁政于民，保民而王天下，发展至君 由此观之，《三国演义》所追求的仁政理想不是
之立在于救民以得天下，治乱养民。过去强调君为 以“王”为目标，而是以安天下，为苍生为目标.传
民设，要求“修己安人”，《三国演义》同样强调君为民 统的仁政思想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设，但更强调君要克己为群，“修己”变为了“克己”。 之本在修身”(《孟子·离姿上》)，国家与个人，内在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军阀混战，在民不堪命的 修养与外在事功，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君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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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下，其终极目的是统治天下，由奉行伦常而达

于天下秩序。“由此为政，自然合于王道，由此立身

行己，自然合于天理，无所人而不是”。而于《三国

演义》中是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己，即“君”是以社

会性的本质特征而存在，“君”的个体修为与规范不

仅仅是重于道德情操而行仁政于天下，而且强调以

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实践，强调鼎定天下的积极进取

精神，为民保民，感化人心，获取民众。由于“王”天

下不是最高目标(刘备多次推阻称王即是例证)，安

天下才是最高目标，故真正的“君”在《三国演义》中

能自我抑制，甚至于自我牺牲。刘备之为天下苍生，

就是一种自我牺牲，“民”由卑下的生而推至崇高的

生，故蜀中基业之失败在作品中充满了悲壮的英雄

氛围。而这一点，是过去仁政思想中较少表述的。

    其二，《三国演义》中由保民为民重民进而重人

事，“人”成为事物发展的主宰，所以在作品中崇尚

并高扬人的主体自觉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作品充

满了较强的人文精神思想，正如刘备在经历了多次

失败后慨叹“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第41回)。

    我们于《三国演义》之中处处可以感知到无数

战争的强弱易势，胜利与失败皆是“人谋”的结果，

成败得失与天下的最终归属皆是“人为”的结果，即

使是自然的天象、气数，也是人造成的某种结果的

预兆。“人”成了事物发展方向最关键的要素，于是

作品描写了各军阀是如何去争取“人”。这在作品

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取人心，一是争取人

才。在争取人心方面，刘备之民心所向是自不待

言，作为奸雄的曹操亦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

攻取荆、襄时，对于沿道百姓“俱用好言抚谕"(第

41回)，在行军之中，坐骑踏坏百姓庄稼，亦割发谢

罪，以示与民秋毫无犯。即使如李催、郭祀一类，在

贾诩屡劝之下，亦“抚安百姓，结贤豪，自是朝廷微

有生意"(第10回)。反之如桓、灵二帝“禁固善类，

崇信宦官”而人心尽失，则是作品所谴责的。

    而在争取人才方面，或以道、或以术，尽可能地

招贤纳士，罗致人才，所达目的乃“周公吐哺，天下

归心"(曹操《短歌行》)。

    就上述两点而论，仍然继承了传统的仁政、民

本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如儒家把天、地、人作

为“三才”，而在“三才”之中，人最为重要，所谓“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与之的承传关系。

但《三国演义》中，又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所

写之“人”，无一不具有张扬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

他们于作品中之外表、语言、行动以至于精神无不

张弛自如，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某种伦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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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的附庸。高雅智谋者如诸葛亮、周瑜;刚猛者

如夏侯撑、张飞、许褚;忠勇者如关羽、张辽、黄盖;

儒雅俊逸者如陆逊、周瑜;巧智者如张松、秦鑫;文

采者如曹植、陈琳;捐狂者如称衡、左慈;隐逸者如

司马徽、石广元、孟公威;勇者披坚执锐，以决生死;

智者弹虑竭思，以衡巧拙;隐者遗世独立，以示超

逸。等等。他们无一不展示出极强的人格魅力。

    如此张弛的个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于明朝

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而形

成人文主义思想性质的思想体系起到了很好的奠

基作用。比如泰州学派所提倡的人的平等、个性解

放、强调人的价值观念等;以李货为代表的“异端”，

其中包括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孟称舜等，更是强

调人格的独立和天赋人性，由此开启了中国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下的启蒙思潮。

    还应强调的是，《三国演义》在民本思想发展过

程中所形成的主体意识和人性张扬，又非如竹林七

贤一类带着对整个社会的摈弃。相反，他们正是在

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和人

格独立.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

语·秦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孟子·尽心

下”，以此去追求生命的价值意义。《三国演义》中

众多人物的奔走干渴，甚至朝秦暮楚，特别像诸葛

亮由高卧隆中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

侯”的隐士而成为两朝开济的时代俊杰，这些正是

他们渴望于乱世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表现出

对现实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

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五下》)以天下为

己任，抗奋自信，使作品洋滋着极强的生命意识和

积极干世的主流文化。

    其三，传统的仁政思想中，虽然强调“君”为民

设，但也强调在君臣、君民关系中的秩序、伦常，即

依赖于伦常的强制性去维护臣属关系和统治天下

的秩序。而在《三国演义》中则发展为尚仁讲信、以

仁、信为纽带去建立臣属关系，并以此去保持君臣关

系、君民关系，即相守以礼、相许以信的理想政治。

    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中认同:伦理化是中

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一个政治特征，

即在处理现实人际关系上，要依赖于伦常，核心观

念是“三纲五常”，具体标准是“忠孝仁爱”，人人“尽

伦”，社会就稳，“尽伦”中“君”的德化仁政是方面之

一。而人们在研究传统仁政思想的目的时又发现:

“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

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三者

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

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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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一伦理的

社会人生中。”(李泽厚《美的历程》第55页)意即说
明:伦理道德规范着人的行为。

    反观《三国演义》所追寻的君民关系和所理想

的君臣关系则不是由伦理道德去规范的。

    首先，寻求人格的一致及最高理想共同的臣属

关系。就整个《三国演义》而论，谋臣武士的奔走干

渴，寻求机遇，而其终极归属大多与人格道德相关

联。诸葛亮之所归属刘备，一方面是其深居隆中相

机而动，另一方面是刘备三顾之，"R”所体现对其人

格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刘备以天下苍生为念，以

汉室社樱为重的政治思想与自己的政治抱负正相

一致，如此的“士遇知己”是道德理想一致基础上的

君臣际遇，如此建立的臣属关系由于有了道德理想

追求的一致性而可以经历任何风雨。其他如单福、

庞士元、张松归刘备;陈宫投曹又弃曹、许枚弃袁投

曹等等，其情形也与此颇为相关。

    其次是寻求情感投合的臣属关系。君与臣、君

与民既利益枚关，而又情感投合。作品以充满理想

主义的色彩描写了蜀中托名君臣，实则情同手中的

臣属关系。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甚至置江山社樱、

妻子家小于不顾，而重手足之情，诚为腹心之交。

    如此臣属关系，君与民是鱼水之欢，君与臣是

风云际会。君臣、君民之间是相得甚欢，完全超乎

了靠伦常、宗法所强制维持的臣属关系。以道德的

理想和情感的相互投合而关联人际关系，上对下则

以礼以诚，下对上则以忠以信，《三国演义》中刘备

待诸葛亮、待关、张、赵云等;孙权待周瑜、鲁肃、黄

盖等;乃至曹操待张辽、庞德，等等皆是以礼、以诚

去打动他们。正是如此，这些人才会为自己的人主

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并在最关键时候，

舍生相随，拼死报主，正是诚信、忠义的精神体现。

很明显，《三国演义》中强调突出的礼、诚、信等不是

本质上的伦理规范与制度，而是情感纽带。而传统

的仁政思想中，这些东西都是自觉的和强制的规范

要求。比如如何守，+t�《礼记》言“夫礼者，所以定

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曲礼上》)，“先

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理

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器》)，“丰L"是规

范人人之间的强制手段。李泽厚把其中功利概括

为二，“一方面它强调道德的先验的普遍性、绝对

性，所以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在这里颇有

类于康德的‘绝对命令’;而另一方面，它又把这种

‘绝对命令’的先验普遍性与经验世界的人的情感

直接联系起来，并以它(心理情感)为基础。"N李泽

厚《中国古代思想史》第49页)如此一比较，《三国

演义》在这一点上的突破与发展就非常明显了。

    须指出的是，《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的发展是

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也缺少对宗法制、君权

制等实质性的认识，其思想深度还未能及黄宗羲等

人，但其发展应于肯定。
                              《责任编辑:朱德东、

Three Kingdoms and people一based thoughts

                        DUAN Yong一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The thoughts of Three Kingdoms include people-based thoughts, however, there are few

and plain researches on how Three Kingdoms develops people一based though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people一based thoughts in Three Kingdoms from the evolution of people一based

thoughts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Three Kingdo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一based thoughts

from ille angl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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