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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因太极而立人极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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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又让北宋

王朝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周敦颐总结历史兴衰，汲取安邦治国经验，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思考，构建了一套

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他从“太极”的本体论出发，通过“因太极立人极”的逻辑推演方式，沟通“天”“地”

“人”三才，为“圣人之道”找到本体论依据。他认为圣人“因太极立人极”，通过制礼作乐，以“中正仁义”和“诚”

教化万民，让社会回归到正常的人伦秩序当中，从而达到“万民顺”的理想状态。周敦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对

北宋社会危机的反思，对于缓解北宋社会矛盾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周敦颐“因太极立人极”的思想实质上是

对传统“天人之辩”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儒学人文传统的回归。周敦颐的政治伦理思想为后世政治伦理思想

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其“立人极”的思想对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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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字茂叔，

谥元公，道州（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

生，其创立的“濂学”是北宋理学的重要流派之

一。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道：“孔孟而后，

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

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

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

破暗也。”［1］482 黄宗羲把周敦颐作为儒学发展的

重要接传者，肯定了周敦颐对于儒学破旧立新

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宋史》将其与程颢、程颐、

张载、邵雍列入《道学传》，并盛赞：“其言约而道

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

也。”［2］12711 周敦颐的著作不多，但是在《太极图

说》《通书》等作品中谈及的“太极”“人极”“动

静”“诚”“性命”“阴阳”等范畴对后世儒学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被尊为理学的开山祖。

周敦颐出生在仕宦家庭，年轻的时候便在

学识和修养上颇有名气。在三十多年的仕途生

涯中，他先后做过县主簿、县令、通判、州知军等

地方官，晚年也短暂地做过广南东路刑狱与知

南康军等级别的京官。这些仕途经历让周敦颐

深谙北宋社会生活万象，也让他对合理的政治

和社会秩序进行了深入思考。周敦颐不懈地追

求着儒家的君子人格，黄庭坚评价其“人品甚

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3］1411。

一、政治伦理思想之萌茁

周敦颐所处的北宋是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

强化的阶段。北宋的建立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

的分裂局面，但是社会积压的矛盾并未得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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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决，社会只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方

面北宋的外部环境非常差，长期面对辽、西夏、

金的威胁，多次用兵不利，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处

于被动地位，这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北宋政权

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北宋社会内部积压

的矛盾也不断显现，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无

地可耕现象普遍存在，“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

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

耕”［4］621。在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矛盾

不断激化，农民起义频发，此时的北宋王朝正面

临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政治家和思想家们

都希望能为北宋社会的良序运行找到一剂药

方，尽快摆脱这场危机。

在文化层面，统治者大力宣扬文治。宋朝

的建立者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

身，立国后，一直对武将不放心，转而宣扬文

治。开宝五年（972 年）十二月,宋太祖对他的宰

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

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亦未及武臣

一人也。”［4］293赵匡胤将藩镇割据，武臣擅权当作

是赵宋政权的最大危险，基本上确立了“以文制

武”“重文轻武”的统治思想，北宋后来的统治者

基本上延续了“祖宗家法”。在这种思想的引导

下，北宋在文化政策上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是

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更多的读书人可以通过

考取功名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开宝六年（973
年）殿试设为常式，太祖令贡院登记终场下第者

姓名，得三百六十人，召见，选择一百九十五人，

并准以下及士廉等各赐纸札，别试诗赋［5］122。皇帝

对于科举取士的重视，让读书人看到了登科及

第，实现抱负的新曙光。另外，在学术层面，从

汉唐流传下来的传统经学体系被逐步解构，解

经的模式从考据渐渐转向寻求义理。真宗时，

诏邢昺等校订诸经，宋人在对经书的理解上不

拘于旧注，这为理学的产生以及思想家们借经

发挥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正是因为科举制度

的不断完善和解经注经之风盛行，儒学进一步

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太宗到真宗，孔子的地位

不断提高。天圣五年（1027 年），仁宗命中书录

《中庸》进读，获益匪浅，并于天圣七年（1029 年）

下诏：“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

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割裂前言，竟为浮夸，靡

蔓之文，无益治道。礼部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

道，以称朕意。”［5］231官方的倡导和民间读书热潮

的共同作用为宋代书院的盛行奠定了较好的

基础。

此外，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趋势在宋代继续

加强，尽管大部分理学家都极力澄清自己与佛

道的关系，然而理学思想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

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佛道思想体系的成

熟让儒学家们看到了儒学的生存危机，特别是

佛道出世、避世的思想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

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这让儒学家们大为不满，

儒学的卫道者们都希望构建一个完整的儒学体

系来与佛道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儒学与佛道

两家的对抗并非绝对，在相互对抗的过程中，儒

学家们又从佛道思想体系中吸收有利于其发展

的方面对儒学进行改造，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

有感于朝廷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面临

的诸多困境，周敦颐自觉扛起了儒学复兴的大

旗，他总结历史兴衰，汲取安邦治国经验，从儒

者的立场对社会政治进行了思考，构建了一套

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二、因太极而立人极

儒学经历了汉唐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被

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其“修齐治平”的社

会理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也成为了一

种普遍的价值追求。但是儒学在政治性不断加

强的同时，其逻辑思辨与终极意义追寻方面却

在被不断弱化。特别是在如何回应佛老二家在

逻辑思辨与终极意义追寻方面的圆融自洽，儒

学更是力不从心。尽管韩愈、李翱以及“宋初三

先生”等一大批思想家为守护儒学的正统地位，

自觉扛起了“排佛”的大旗，但是都没有从根本

上触动佛老的理论根基。

周敦颐意识到儒学在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

存在的不足，创造性地发展了“太极”的范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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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说》一文，初步构建了一套理论化、系统

化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并且尝试沟通天人，为人

生观、社会观确立形而上的依据。《太极图说》尽

管简短，但是全文逻辑层次分明，分别对“天道”

“地道”“人道”进行了论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

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

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

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

也。（周敦颐《太极图说》）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的第一部分构建了一个

“太极—阴阳—五行”的宇宙生成模式，这种宇

宙生成模式继承和发展了《周易》“易有太极，是

生两仪”（《周易·系辞上》）的思想。而太极、阴

阳、五行三者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朱熹曾对此

进行了说明：“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

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6］17

又说：“所谓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

乎阴阳而为言。”［7］67 朱熹认为：“太极”是本体，

而阴阳和五行是太极本体运动产生的结果，但

是太极、阴阳、五行三者又并非是三种截然不同

的事物。具体来说，阴阳、五行均具备太极的属

性，它们是太极在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不同阶

段的体现，太极就是阴阳、五行的内在本质规

定，太极与阴阳、五行是一本万殊的关系，这是

符合周敦颐原意的。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

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也就是说，

阴阳均由太极演化而成，演化的具体过程和形

式就是太极自身的运动。阳是太极动所产生的

结果，动是太极自身的运动。阴是太极静的结

果，静是太极自身的相对静止。周敦颐将“动”

“静”的属性引入到太极化生两仪的过程当中，相

对于《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中的“生”字，

更加明确具体，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

从“太极”到“五行”是天道演化的过程。《太

极图说》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从阴阳五行到

“化生万物”的过程。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

穷焉。（周敦颐《太极图说》）

“万物化生”是“二气交感”的结果，从太极到“万

物化生”，周敦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体

系，天地万物生生之道便明晰起来。

由于万物都兼具太极本体的特点，因此“人

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7］2371，而同样分有

太极本体的人则是万物当中最为灵秀的。周敦

颐指出：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

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

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周

敦颐《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最终回归到人道观上，周敦颐“因太

极立人极”的思想体系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

是，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与传统道家“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

章》）的宇宙生成论在内容和模式上都极其相

似，但是需要区别的是在传统道家的思想中，整

个宇宙的运行是一个与人没有关系的自在系

统，而儒家的传统则是要挖掘天道的人文价值，

让宇宙带有“人化”的色彩，圣人作《易》，无非也

是要明天道而尽人道。因此，在儒家传统的宇

宙观中，世界不仅是自然的世界，更是彰显人文

价值理想的世界，与人的存在从根底上说就呼

吸相通、痛痒相关［8］。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其思想体系，甚至

整个宋明理学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原

因便是周敦颐为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树立了本

体论依据，回归了儒家的传统，将天道观引向人

道观，实现了天人的沟通，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人

文关怀价值，为儒学之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太极是完满自足的存

在，体现在人类社会当中就是“中正仁义”。他认

为：“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

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

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周敦颐《通

书·顺化第十一》）在儒学的传统中“圣人”是沟通

天人的存在，是代天立言的执行者，周敦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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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用“仁义”来顺化万民，这是天道运行的必然

要求。而圣人之所以能够顺化万民是因为圣人

具备了“诚”的品德。在《通书》当中，“诚”是一个

重要的范畴，周敦颐认为“诚”不仅是“圣人之本”

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这是对《中庸》“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说“太极”是周敦颐天道观当中的最高范畴，

那么“诚”则是周敦颐人道观当中的最高范畴。

“太极”和“诚”两个范畴是一体两用，体现在天道

观上是“太极”，体现在人道观上则是“诚”，对此

朱熹的解释是：“诚即所谓太极也。”［9］1101这种解

释无疑是契合周敦颐本意的。正因为“诚”是太

极在人道上的体现，因此它是“纯粹至善”的，是

“仁、义、礼、智、信”的依据。周敦颐认为圣人只

有做到“诚”才能使万民顺化。“顺化”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作用，是圣人以“诚”治天下而达到的一种

自然结果，不需要依靠强权去推行。圣人推行德

治的最高状态就是“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

然之谓神”（周敦颐《通书·顺化第十一》）。孔子

在《论语》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统治者如果

具备了极高的品德，即便是不用强权和暴力，也

能通过道德垂范感召天下，使天下信服，万民感

化，社会安定，国家大治。

但是，周敦颐也看到了社会动荡和纷争的

原因是复杂多变的，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导致人

偏离自己本性，堕入罪恶的根源，因此在德治之

外，他也主张辅以刑法。

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

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通书·刑第三十

六》）

周敦颐认为统治要适当运用刑法的手段来对民

众进行规束，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

会被欲和情所左右，“欲动情胜”就会造成“利害

相攻”，其结果就是“不止则贼灭无伦焉”，这样

将导致整个社会秩序被破坏，道德伦理沦丧。

因此周敦颐认为适当运用刑法可以维护道德伦

理体系，稳定社会秩序。

当然，与外在的刑法规束相比，周敦颐更看

重人们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要

求人们摒弃欲望的左右，达到寂然不动的“静”

的状态。“静”的境界同样也是佛道两家追求的

境界，但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对此作了重

要区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

欲故静），立人极焉。”（周敦颐《太极图说》）即儒

家所提倡的“静”与“无欲”是在“中正仁义”等儒

家基本道德规范内的“静”与“无欲”，这是符合

儒家传统的。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其

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

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儒家

所提倡的“无欲”或者“寡欲”并非是把世界排除

在“我心”之外的无欲无求状态，而是要保持“我

心”的虚静，做到存心养性，不失本心，达到一种

至善的状态，这是儒家修养论的重要部分，也是

达到儒家“修齐治平”的重要步骤。

周敦颐认为士人们既要注重自身修养，也

应该关心家国天下，他呼吁士人们应该“志伊尹

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周敦颐《通书·志第

十》）。伊尹辅助商汤打败夏桀，为商朝的建立

和稳定做出了不朽功勋。而颜回则安贫乐道，

是儒者的精神楷模。周敦颐在这里实际上是回

归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之上。“内圣

外王”的政治思想中，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

统一，在道德上追求“圣人”境界，在政治上主张

推行王道，这是儒家政治观的基本立场，政治只

有在道德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

落实到政治中，才具有现实价值。

三、推礼乐正纲纪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为重要的特

征，儒家认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

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

也。”［10］547《尚书》有周公通过制作礼乐来治理

国家的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

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

作乐，七年致政成王。”［11］1611 礼和乐相辅相成，

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

数千年来，礼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化手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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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道德伦理，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伦和谐方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敦颐认为推行礼乐是“立人极”的重要方

法。在《通书》当中，周敦颐专门用了四个章节

来讲“礼乐”，周敦颐提出：“礼，理也；乐，和也，

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

后。”（周敦颐《通书·礼乐第十三》）将“礼”解释

为“理”并非周敦颐首创，《礼记·乐记》篇中有：

“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

无节不作。”［10］769孔颖达认为《乐记》篇中的礼是

指道理，意思是要让万事合乎道理。而周敦颐

在此处所讲的“理”代表的是一种秩序，“阴阳理

而后和”就是指只有阴阳合乎秩序才能和谐，所

以他认为，只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样的人

伦关系各安其位，各尽其道，社会才能和谐。

周敦颐生活的北宋时期刚结束了五代的纷

争，他深刻地认识到五代战乱频繁，皇帝轮流做

的乱局是由于“君不君，臣不臣”这样的伦常败

坏所引起的。他认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

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周敦

颐《通书·乐上第十七》），而“后世礼法不修，刑

政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周敦颐《通书·乐

上第十七》）。对此，周敦颐希望统治者能够借

鉴三代礼乐文明的做法，通过礼乐教化来让社

会回归到正常的秩序当中，甚至认为“不复古

礼，不变今乐，而欲治者，远矣”（周敦颐《通书·
乐上第十七》）。

在周敦颐的思想中礼乐是不可分割的，乐

的作用是和谐社会风尚，宣畅民心，起到移风易

俗的作用。“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

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

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

（周敦颐《通书·乐中第十八》）。在他看来，乐本

身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重要的是

“乐”可以感化民心，“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

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

平，和则燥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

中，治之至也”（周敦颐《通书·乐上第十七》）。

合乎礼的乐能让人心情平静，摆脱暴躁和戾气，

天下百姓如果都能够做到心平气和，那么整个

社会就达到了良好的治理状态。实际上“乐”是

“礼”的一种外在表达，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部

分，周敦颐注意到在人的修养过程当中，和乐是

一种境界，据程颢的回忆：“昔受学于周茂叔，每

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2］31又说：“自

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

意。”［1］519“孔颜之乐”与“与点之乐”都是儒家所

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乐的境界可以让人

在生活中找到精神的皈依，安放自我的位置，在

与世界相处的过程当中做到融洽和谐，从而达

到移风易俗，社会和谐的结果。

四、重师道教万民

儒学在北宋的复兴与师道的复兴密不可

分。陆九渊曾指出：“唯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

复有师道。”［13］14 正是因为有接续孔孟道统的先

师，才有了儒学精神的薪火相传。重师道是中

国的传统，更是儒家的传统。实际上，北宋初期

的师道复兴运动在唐末便已经开始。韩愈有感

于圣学不传，先后作《师说》《原道》等倡明儒学

道统之奥义。他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者也。”（韩愈《师说》）在《原道》当

中他进一步说明作为老师所传的“道”是什么，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

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

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

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

焉”（韩愈《原道》）。韩愈在这里构建了一个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道体

系，一是要阐明儒学正脉，二是要抵制佛老虚无

的思想。

而师道的复兴又深刻地影响着北宋政治的

发展。宋仁宗时，范仲淹曾上书指出“文庠不

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

教化”［14］293，又进一步提出“诸路州郡，有学校处，

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15］657的

解决方案。在范仲淹看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

须有优秀的人才，要培养优秀的人才就必须要

周敦颐因太极而立人极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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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倡导遵道重教的风气，因此“立师道”也

是整个庆历新政的重点。北宋初期的思想家如

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都深受范仲淹的影响，

在倡明师道，接续道统方面不遗余力。

周敦颐认为“立师道”是达到“天下治”的重

要途径，因而是圣人“立人极”的重要方法。“故

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

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周敦颐《通书·师第七》）如果整个社会都

尊师重教，那么从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从善的

人越多，那么朝廷就会充满正气，平治天下的目

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为什么要立教修道，周敦

颐认为这是因为人性有差别。

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

“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

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

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

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

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

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

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

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

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周敦颐《通书·师第七》）

周敦颐将人性分为“刚善”“刚恶”“柔善”“柔恶”

“中”五种类型，其中前四者都不能算完满自足

的人性，都是人性偏的表现，只有“中”才是圣人

之性。周敦颐将“中”释为“和”“中节”，这是发

展了《中庸》“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达道也”［16］190 的观念。周敦颐认为圣人之

性完满自足，喜怒哀乐的表达都是不偏不倚

的。因此，圣人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施教者。

周敦颐认为尊师重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让社会

回归正常秩序，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

首先，“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

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周敦颐《通书·师友

下第二十五》）。人在刚出生的时候都是蒙昧无

知的状态，如果没有师友的帮助就会变得愚昧，

而如果能够从老师那里获得道义真知就会变得

品行高贵。尽管周敦颐认为存在道德完满的圣

人，但是他认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者，要达到

圣人的境界就要不断学习，崇尚道义，摆脱

蒙昧。

其次，周敦颐认为重视师道教化是让人改

不善为善的重要途径。

有善不及，曰：“不及则学焉。”问曰：

“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

‘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

则学其一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

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

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

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

（周敦颐《通书·爱敬第十五》）

周敦颐在这里明确了师者的职责，即认为师者

应该是整个社会善行的劝导者，肩负着劝导人

们弃恶从善的重要使命。因此，他说：“圣人立

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周敦颐

《通书·师第七》）教化的作用一旦形成，人们也

就自觉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

最后，周敦颐还看到了文辞虚浮是造成圣

人之道不传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文，所以载道

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

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

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

（周敦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唐宋的师道复

兴还与古文运动密切相关，唐代以来，以辞藻堆

砌，讲求声律，崇尚虚浮的文风一度流行，韩愈

有感于文风浮躁空洞不足以传递圣人之道，于

是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

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联系起来，强调要文以明

道。周敦颐接续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明确

指出文以载道，认为玩弄辞藻、不务道德的文风

是不可取的，因此教育还必须引领新文风，在社

会倡导务实致用的理念。

五、守洁处世的廉政思想

周敦颐品性高洁，一生刚直不阿，不惧强

权，廉洁自律。据《宋史》记载：周敦颐调南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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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

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

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

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2］12711。在

这件事情中，周敦颐不畏上司王逵为人强势与

王逵争论，宁愿辞官也不愿苟且。周敦颐这种

不畏强权，恪守本心的精神在《爱莲说》当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爱莲

说》）

周敦颐认为莲花是花中君子，这种托物言志的

手法实际上是表达自己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与信

仰。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一种理想的人

格，这种理想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最基本

是一个合格的君子应该是“仁”“智”“勇”三者的

结合，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

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周敦颐不

仅借莲花寄寓了自己高洁的理想追求，在现实

生活中更是以君子的要求恪守本心。

周敦颐认为真正的君子是“以道充为贵，身

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

玉，其重无加焉尔”（周敦颐《通书·富贵第三十

三》）。君子之富，不是拥有足够的财富，也并不

是有多高的社会地位，而应该是身心安宁。因

此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他说：“颜子，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

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

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

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

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

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周敦颐《通书·颜子

第二十三》）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

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圣人之蕴，微

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

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周敦颐《通书·圣蕴

第二十九》）在周敦颐看来，贫困的生活并未影

响颜回学道的快乐，这是十分难得的。正是因

为周敦颐对“颜回之乐”的推崇，因此二程受学

于周子门下时曾令二程“寻孔颜乐处”，后来成

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颜回安贫乐道的

人格状态，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是一种难以

达到的人生境界。周敦颐将颜回的精神与圣人

精神等同，认为一个人是否快乐，与他的贫富状

态无关，追名逐利的世人，因为富贵而失去信

念，这是因“小”失“大”，是得不偿失的行为。人

生的快乐应当是一种超越名利的高尚道德情

操，这种与“道”相伴的高尚情操让人由内而外

感到身心自由，而这种自由带来的快乐，是贫困

所影响不了的。

周敦颐进而说明了一个人如果达到了这种

心灵澄澈的状态，就接近于圣人的状态，而圣人

的心境是“无欲”的状态，是廓然大公的。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

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

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

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

乎！”（周敦颐《通书·圣学第二十》）

“公”也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他提出：“圣

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周敦颐《通书·公第三十

七》）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

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为什么“公”是

圣人之道呢？周敦颐指出因为“公”是天地间通

行的法则，“天地至公而已矣”（周敦颐《通书·公

第三十七》）。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

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基本原则是克己奉公。“公

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

（周敦颐《通书·公明第二十一》）在他看来，为

政者要在天下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自己要做

到公正，发挥带头作用，然后要推己及人，以一

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否则“公”理寸步

难行。

结 语

周敦颐的一生虽未做过显赫的大官，但他

品格高尚，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宋明理

学的开山祖，他的一生都在为光复儒学，阐明圣

人之道而努力，他思想当中“太极”“动静”“诚”

周敦颐因太极而立人极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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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之乐”等思想都成了宋明理学的重要课

题，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政治伦理思想上，他从“太极”本体出发

构建了一套“因太极立人极”的政治伦理思想体

系。在《太极图说》当中他阐明了“天地人”三才

之道，回归儒学传统，将研究视角拉回到关注政

治、关心社会、关怀人类。在《通书》当中，他着

重阐明了人道观层面的“诚”的范畴，将“诚”对

应“中正仁义”的“圣人之道”。他将礼乐、教化

等作为“立人极”的重要途径，寄希望于社会回

归到三代之治，达到天下至公的理想状态。作

为有宋以来开宗立派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刻

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基本性格。正是因为

有了周敦颐“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儒学才能

在宋明时期再度成为学术的高峰。而周敦颐毕

生追求的君子品格，也是他自己的从政和立身

之本，其一生为学严谨细致，为官清廉公正，成

为为学为官者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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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thics“Determine‘Renji’by‘Taiji’”of Zhou Dunyi

Chen Lixiang and Chen Ping

Absrtact: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nded the division of the five-dynasty period，but the problems in politics，
economy，culture，military mak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ve a profound social crisis. Zhou Dunyi summarizes the
rise and fall of history，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thinking about social problem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thics is summarized. He took the ontology of “Taiji”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n determine

“Renji”by“Taiji”，so the theories of“three Factors of Heaven，Earth and Man”be interconnected， the ontology basis
of “Tao of the Sage” has been found. He firmly believed in Sages determine “Renji”by “Taiji”， making etiquette
with music，Educated the people with righteousness，benevolence and honesty. Only in this way can society return to
the normal order of human relations，the people will obey the government. Zhou Dunyi's political ethics thought is a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which has far-reachi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ou Dunyi’s thought of“determine‘Renji’by‘Taiji’” is essentiall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debate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return of Confucian humanistic
tradition. Zhou Dunyi’s political ethics though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ter political ethics
thought. In particular，his thought of“determine‘Renji’by‘Taiji’”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Wang Chuanshan’
s political ethics thought.

Key words: Zhou Dunyi；Taiji；determine“Renji”；honesty；polit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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