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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助 他 人 而 无 论
对 方 的 种 族 、 宗 教 、
政 治 观 点 差 异 背 景 ，
实 乃 大 德 。 中 国 古 代
伟 大 的 哲 学 家 管 仲 曾
于 公 元 前 6 4 5 年 在 其
著 作 中 写 过 关 于 人 的
观 点 ， 提 出 要 “ 以 人
为 本 ” ， 意 即 人 是 国
家 政 治 结 构 的 根 基 。
他 说 ， “ 民 为 邦 本 ，
本固邦宁”[ 世界著
名政治家的命运 主编
江 家 齐 ， 副 主 编 李 勤
得 何大进，广西人
民出版社，中国 1999 
年。]。把人作为国家
政 治 的 根 本 和 最 重 要
目 标 ， 反 映 了 管 仲 对
人 的 尊 重 。 此 外 ， 还
有 不 少 中 国 古 代 圣 贤
也 提 出 过 人 本 观 点 。
中 国 古 代 的 哲 学 思 想
始 终 是 坚 持 “ 人 为 邦
本 ” 的 。 孟 子 （ 公 元
前372-公元前289年）
就 曾 有 古 训 ， 称 “ 民
为 贵 ， 君 为 轻 ” ， 意
思 是 人 民 是 国 家 最 重
要 、 最 主 要 的 成 份 ，
有 人 民 才 有 国 家 ， 而
王 （ 包 括 专 制 体 制 中
的 君 王 和 共 和 体 制 中
的 总 统 ） 的 重 要 性 要
放 在 最 后 。 很 显 然 有
人 民 、 国 家 ， 而 后 王
才有了出现的必要。 

人 本 观 念 指 出 人

是 最 重 要 的 ， 管 仲 和
孟 子 这 两 位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家 提 出 的 “ 民 为
贵 ” 思 想 至 今 是 中 国
政 治 和 文 化 传 统 的 精
神 源 头 。 今 天 ， 中 国
继 承 这 一 思 想 ， 把 形
成 于 公 元 前 几 百 年 的
哲 学 理 念 作 为 当 代 国
家 政 治 经 济 制 度 的 根
基 。 这 种 以 人 为 本 的
理 念 极 具 积 极 意 义 ，
是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对 当
代 人 类 社 会 的 重 要 贡
献。

国 家 政 治 、 经
济 、 社 会 、 文 化 的 发
展 规 划 ， 都 要 围 绕 着
人 来 开 展 。 这 是 继 续
实 现 和 丰 富 所 有 人 的
道 德 和 物 质 生 活 的 主
要 基 础 和 前 提 。 国 家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发 展 须
将 “ 德 ” 置 于 物 质 利
益 之 上 ， 以 人 为 本 。
国 内 政 治 和 国 际 政 治
体 系 都 应 追 求 美 德 ，

以 人 类 社 会 的 延 续 为
根 本 。 人 无 论 是 作 为
个 体 还 是 作 为 社 会 集
合 ， 都 应 被 视 为 国 家
治 理 和 国 际 关 系 所 有
活动的主要基础。

以 人 为 本 这 一
哲 学 思 想 有 两 层 基 本
含 义 。 首 先 ， “ 人 ”
指 人 类 本 身 。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人 本 思 想 强
调 人 的 价 值 高 于 物 。
在 当 代 社 会 ， 无 论 是
中 国 还 是 西 方 ， 人 本
观 念 作 为 发 展 理 念 更
多 地 是 指 基 于 物 质 的
发 展 。 其 次 ， “ 本 ”
指 基 础 。 对 人 的 重 视
是 哲 学 价 值 论 的 概
念 ， 而 不 是 本 体 论 的
概 念 。 把 人 置 于 首 位
不 是 为 了 回 答 宇 宙 本
体 论 中 谁 主 谁 次 的 问
题 ， 而 是 为 了 回 答 在
人 类 社 会 现 实 生 活 中
什 么 是 最 重 要 、 最 根
本 、 最 应 该 得 到 关 注
的 问 题 。 以 人 为 本 意
味 着 人 是 第 一 位 的 ，
最 根 本 的 。 孟 子 表
示 ， 国 家 的 所 有 政 策
都 要 以 人 为 出 发 点 ，
教 育 政 策 要 以 学 生
为 本 ， 外 交 政 策 要 以
全 人 类 利 益 为 主 旨 。
以 人 为 政 治 体 系 之 核
心 ， 这 就 是 孟 子 所 谓

的德治。
科 学 发 展 观 作

为 胡 锦 涛 领 导 下 的 中
国 国 家 建 设 的 特 色 ，
体 现 了 以 人 为 一 切 工
作 出 发 点 的 特 征 。 发
展 是 首 要 任 务 ， 而 人
则 是 发 展 的 主 体 和 服
务 对 象 。 其 基 本 条 件
和 方 法 是 协 调 、 可 持
续 、 全 面 。 中 国 政 府
把 以 人 为 本 作 为 发 展
理 念 ， 无 歧 视 （ 不 偏
不 倚 ） 地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人 民 生 活 中 的 问
题 ， 包 括 福 利 、 教
育 、 卫 生 等 方 面 。 自
从 中 国 总 体 上 转 变 为
一 个 现 代 化 国 家 以
来 ， 每 位 主 席 和 其 他
领 导 人 都 继 续 将 这 种
人 本 哲 学 核 心 思 想 作
为 国 家 建 设 基 础 以 及
中 国 建 构 国 际 关 系 的
指引。

中 国 重 视 传 承 传
统 ， 特 别 是 古 代 的 哲
学 思 想 。 这 体 现 在 将
人 和 人 民 置 于 所 有 治
理 政 策 和 外 交 政 策 核
心 的 一 以 贯 之 的 态 度
上 。 维 持 人 类 社 会 生
活 的 可 持 续 性 ， 这 是
生 命 的 本 质 。 每 一 届
中 国 领 导 人 的 态 度 都
是 一 致 的 。 习 近 平 领
导 下 的 中 国 真 心 诚 意

地 向 正 与 新 冠 肺 炎 苦
战 的 国 家 提 供 帮 助 。
中 国 政 府 的 资 助 并 不
考 虑 种 族 、 宗 教 、 政
治 倾 向 等 差 异 ， 这 种
态度就是公元前654年
管 仲 首 次 提 出 的 以 人
为 本 精 神 的 体 现 。 中
国 人 道 主 义 援 助 是 无
偏 见 的 对 人 的 尊 重 和
爱 护 ， 从 不 以 宗 教 、
种 族 或 政 治 来 区 分 轻
重 。 一 些 捐 助 流 向 伊
朗 、 伊 拉 克 、 土 耳
其 、 沙 特 、 苏 丹 、 叙
利 亚 等 伊 斯 兰 国 家 ，
以 及 印 尼 和 马 来 西 亚
这 样 的 大 部 分 国 民 信
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在 各 国 倾 力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 急 需 精 神
和 物 质 支 援 的 时 刻 ，
这 种 人 道 主 义 援 助 意
义重大。 中国在伊斯
兰 教 国 家 或 大 部 分 国
民 为 穆 斯 林 的 国 家 急
需 援 助 时 给 予 救 助 ，
体 现 了 一 种 真 正 的 民
主 态 度 。 真 正 的 民 主
以 人 为 本 ， 把 人 作 为
政 策 包 括 外 交 政 策 的
目 的 。 至 善 者 总 是 把
人 置 于 政 治 结 构 的 中
心 ， 忽 视 宗 教 背 景 而
高 度 尊 重 人 权 。 这
一 原 则 正 是 民 主 的 实
质 。 然 而 ， 当 前 的 民
主 思 想 常 被 狭 义 地 理
解 成 了 举 票 民 主 。 民
主 投 票 方 法 不 过 是 给
予 普 通 民 众 一 种 政 治
参 与 感 。 实 质 民 主 的
意 义 则 超 过 了 每 届 大
选 中 的 选 票 。 从 大 选
的 角 度 理 解 民 主 矮 化
了 民 主 的 实 质 含 义 。
民 主 的 真 正 要 义 在
于 ， 把 人 作 为 每 一 项
内 政 外 交 政 策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把 所 有
的 政 治 机 制 都 用 于 服
务人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