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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互补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
!

朱汉民
!

胡长海

摘
!

要!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民意是国家稳定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

法家分别继承了三代时期的王道与霸道#发展出强调民本的儒家学说和强调权势的法家

学派$儒家偏重国家的民意基础而相对缺乏治理效能#不能成为诸侯争霸的思想指导&法

家偏重君王治理能力而缺乏民意对君权的制约#最终导致秦帝国的暴政和快速灭亡$汉

代以后的国家治理希望实现民意与效能的结合#逐步形成了儒法互补%霸王杂之的治理结

构#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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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P0!

!

01

!!

文献标识码!

6

!!

文章编号!

!&1!7%%!8

'

0"!1

(

"07""&57"1

)治理*原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被引申到公共管理学%政治学领域$治理理

论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

O#

罗西瑙指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

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

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政治学所讲的国

家)治理*不同于)统治*!其一#统治是实现统治者目的的单一目标#而治理则强调政治共

同体的共同目标!其二#政治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单项过程#而政治治理是上下互动的双向

过程$由此#国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量的治理能力#还特别关注国家的民

意体现'共同目标%双向互动($应该说#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民意体现不仅是国家实施治理

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同时还是国家权力系统得以稳定和延续的基本条件$二者如何能够

得到均衡发展#其实也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治理*代替)统治*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是基于秦汉以来中国较早完成了以

官僚机构代替家族统治的历史事实#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

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

"福山所说的)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是由马克斯+韦伯

定义的$为什么西汉以来的历代政府能够有效地实施国家治理- 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

对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的实际运作过程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两汉以后逐渐形成了儒法互

补'王霸并用(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国家治理结构$在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上#国家的长期稳

定和发展#往往是依靠这一套独特的儒法互补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治

理的能力和民意的两个基本要求&与之相反#国家出现政治动乱#往往又是由于儒法互补

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失衡和瓦解$这一套儒法互补治理结构及其历史经验#能够帮助我们

理解!为什么传统中国君主政体的帝国政治#能够维持十分庞大而又延续两千多年之久文

明体的发展- 这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十分罕见的政治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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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府的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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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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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

!

!0$#

福山这

一本书的第
%

章)伟大的汉朝制度*的提要中#也使用了)秦汉时期的中国治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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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代王朝的霸道和王道

中国传统国家政治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分封的王国政治和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尽

管夏%商%周和秦%汉以后的政体形式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治国理念与实践有相通的地方$夏%商%周

三代实行以血缘为依据分封的封建制#为了维持共主%诸侯的长久统治#各个时期的朝廷或王国积累了

霸道和王道相结合的政治经验$

一方面#夏%商%周三代推行霸道$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霸道统治#首先是指对外族的军事征讨%暴

力征服$夏%商%周能够建立以血缘为依据的封建制#其首要条件是通过对外族的军事征讨%暴力征服来

实现的#夏%商%周的王朝更迭与王朝对周边民族的征服都体现三代统治的霸道内涵$夏%商%周推行霸

道的国家统治#同时也是指共主%诸侯对内部臣民的严酷刑罚%暴力统治$盘庚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

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尚书!盘庚(

对不忠的人要赶尽杀绝$武王伐商时对作战不力的也要杀掉#他

说!)尔所弗鮖#其于尔躬有戮8*

'尚书!牧誓(

夏%商%周三代建立了)五辞*)五刑*)五罚*)五过*刑罚原

则#落实下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

千$*

'尚书!吕刑(

这一系列刑罚#可以强化王权的暴力统治$夏%商%周三代以刑罚制度建构王权统治基

础#形成严酷刑罚%暴力征服相结合的)霸道*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夏%商%周三代政治也推行王道$在后来儒家推崇的)先王*谱系中的尧%舜%禹%汤#均是

能够推行王道的有德者#特别是周人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

周打败了商王朝#故而产生了民本思想$他们把民意与天命联系起来#将民意的力量理论化为天命#客

观上制约着王权统治$太保论证殷商灭亡说!)天亦哀于四方民*

'尚书!召诰(

$2尚书+康诰3强调天命

在于)惟人*$皋陶将天人关系概括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尚书!皋陶谟(

认为

天与民相互通达$所以统治者强调)施实德于民*

'尚书!盘庚(

#以真心善待民众#认为)天惟时求民主*

'尚书!多方(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

$这些民

本思想#来自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力量后的道德觉悟#所以他们继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尚书!蔡

仲之命(

#强调)敬德*而可以)保民*$这一王道的治理方式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

西周王朝总结了国家的政治经验#必须采取霸道和王道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其实这就是现代政治学

所关注的如何形成使治理能力和民意表达达的平衡#这是三代时期许多王朝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根本

原因$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国家还不是官僚机构而是家族统治#这种治理效能和民意表达是非制度化

的#历史上更多暴君滥用权力#导致很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还有许多昏君迷信权力#他们往往是既无治

理能力#又不能表达民意#故而导致国家政权快速崩溃$

二%儒家的国家治理目标!民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诸子百家均在为未来的世界探寻治理国家的方案$其中的儒家和法

家提出最为重要的治理国家天下思想#并且对后世的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其实#他们是

分别继承了三代时期的王道和霸道的不同国家治理经验#他们分别关注国家的民意表达或治理能力的

不同方面#故而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国家治理目标%政治治理方法$

孔%孟%儒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王道政治的治理经验#他们将三代先王的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政

治经验#发展为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先秦儒家并不否认君主在现实政治活动的行

政权力#但是他们又特别强调君主的政治权力其实来源于人民#故而要求对君主权力作出)民意*的限

制#建构了一套人民本位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表达了儒家士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视角$先秦儒家追求

)先王*的王道政治主张#他们继承了三代时期留下的文献典籍中有关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

为系统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民本思想#包含着一系列表达)民意*的政治价值理念$

首先#儒家强调君主权力来源于民$君主权力来源问题#涉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是儒家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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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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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三代王朝的君主们普遍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皇天上帝*#他们也因此而

具有天命的合法性$但是#在儒家子学的不同学派的著作中#均提出了君主权力来源于民意的民本思

想$在孔门弟子诸多学派中有子游一派#2礼记3中的2礼运3篇#就是子游一派的著作#这一本书十分鲜

明地表达了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立场$2礼运3说!)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非养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所以事人也11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

!一方面#君

主掌握国家权力#人民必须服从君主#君主也应该被人民所奉养&但是另一方面#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

人民奉养%服从君主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自治*)自安*)自显*$这就肯定了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

源$孟子在讨论尧舜禅让的问题时#表达了自己不赞成的态度#也涉及到君主的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

孟子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儿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民与之$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孟子!万章上(

他认为君主并无权力私自将天下转让他人#因为这一个神圣

的政治权力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天与之#民与之*#虽然这里仍然谈到君主的权力是)天与之*#但是这个

)天与之*只是指祭天的神权#而真正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力则主要是)民与之*$孟子认为#君主不可以将

)民与之*的政治权力私自转让他人$

其次#儒家强调君主权力的目的是为人民$君主掌握权力的目标问题#涉及政治权力正义性的依

据#也是儒家政治哲学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从孔子开始#儒家学派一直强调一切政治权力#必须以人

民的利益和福祉为目标$要如何突显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孟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他说!)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

这

里#孟子将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作了一个十分大胆而鲜明的排序!人民第一#社

稷次之#君主更次之$这一个排序恰恰是和孟子时代的现实政治相反$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时

期#一切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礼乐刑政的国家治理#无不是将君主权力%社稷江山的夺取和巩固作为一

切军事%政治的目标之首#而人民的生命%财产#则成为那些政治野心家获取权力的手段$正如孟子所批

判的政治现实!)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

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政治

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里#人民是最为珍贵%最为重要的$儒家诸子的其他学者#也同样

坚持君主权力的目的是为人民的思想$譬如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

!大略(

虽然荀子肯定君主的权势#肯定其)势位至尊*

'荀子!正论(

#但是#君主权力的目的仍然是人民$

总之#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治理目标的民意要求#儒家希望能够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而限制君

主的政治权力#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民意$

如何才能实现民本的理念#让民意主宰政治权力- 如何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落实以民为本的治理

目标- 儒家继承了西周先王提出的以德配天思想#他们进一步针对现实而提出更加广泛而严格的道德

要求#要求诸侯君主能够通过自我修养成为理想的圣王#要求士人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而成为君子$总

之#如果统治阶层能够自上而下地自觉追求圣贤%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那么天子%君王就可以实现垂

拱而天下治的国家治理$孟子强调一切自觉追求君子%大人这种道德人格的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

就一定能够自觉地坚持)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物*政治理念#故而必然能够达到理

想的国家治理目标$孟子的仁政#就是这种由圣贤%君子治理天下的理想国$

因此#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力量$其一#孔子强调统治阶层的道德自觉

性$孔子指出君子)为仁由己*#认为仁者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

$

自觉遵循礼的规范$孔子还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论语!里仁(

#通过人格的升华#达成对德性的

自觉$其二#儒家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主张上位者应为道德表率#引导民众自觉遵循周礼$孔子对为

政的理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故而孔子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他说!)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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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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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

'论语!子路(

孔子对统治者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对德治的示范与推行$

为论证君主%士人的德性自觉的必然性#孟子提出了性善论来论证儒家道德$孟子说)君子所性#仁

义礼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上(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子上(

#认为仁义礼智乃

是人之天赋本性$仁义礼智之性与口目耳鼻之性的关系上#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

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

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尽管孟子不否定

人普遍具有的自然之性#但他认为君子应该有天命的承担#故不以口目耳鼻之欲为性&仁义礼智本君子

承担的天命#故以天命而言仁义礼智为性$对君子而言#仁义礼智是天命之性#体现君子人格的道德规

定$孟子强调)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

子!告子上(

认为仁义礼智之性人皆有之#贤者能够做到不失而已#强调君子%士人的德性自觉$

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强调了政治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但是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

为统治者所接受#因为它是一种并不关注国家治理效能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是一个诸侯国

家参与竞智角力的时代#一个崇尚实力而追求富国强兵的时代#一个依赖军事征讨%暴力征服而获得权

位的时代#一个躲避道德而崇尚霸道和权谋的时代$这个时代完全不具备推行儒家王道的政治环境#儒

家重民意%讲仁政的国家治理思想#只能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学说$

三%法家的国家治理目标!效能

法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先王的政治经验#他们看到了霸道在掌控政治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实现

国家目标的特别效能#所以法家提出不同于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而倡导一种国家主义的以君为本

的政治理论$显然#法家吸收了三代先王对外族实行军事征讨%暴力征服和对内部实行严酷刑罚%暴力

统治的历史经验#并将其发展为追求权势%运用权术%严刑峻法的君本政治理论#并以富国强兵作为君本

政治的权力合法性依据$应该说#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法家的政治思想确实能够强化君主政治的治理能

力#在强化国家治理的效率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故而对争霸的诸侯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法家提出的法%术%势的政治理论#确实是一种强调处于国家核心地位的君主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

率的政治理论$我们会发现#这一个学派虽然以)法家*命名#但是其思想体系包括法%术%势三个方面#

而其中的)势*才是这个学派思想的核心#因为是否有)势*#其实是君主实施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也是

君主是否具有国家能力和实现治理效率的体现$

法家特别重视势$势是指君主的权力%权势%威势$法家为什么推崇势- 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

就是君主政治#君主的治理能力%治理效率是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条件$在法家看来#势是君主治理能

力的体现#也是国家治理具有效率的保证$所以#2商君书3特别指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

'商君书

!禁使(

)先王贵势*

'商君书!禁使(

$韩非子说!)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

众之资也$*

'韩非子!八经(

)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

'韩非子!难三(

他把势看成统治者胜众之资即治

理能力的体现$韩非比较了德与势在治国效率上的差别!)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

不立#名不遂*

'韩非子!功名(

$他认为#势是统治者国家治理具有效率的保证#君王之所以能够)制贤*

)王天下*#是因为他拥有势#故而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

法家也特别重视法#因为法维护势的重要手段#严刑峻法是君主治理能力体现#是君主治理国家的

有效保证$韩非子强调明主必须执柄以处势#)明主之所导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韩

非子!二柄(

$严刑峻法能够使得)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韩非子!饬令(

$

通过严刑峻法而减少犯罪#能够体现君主治理国家的能力$韩非不认同孔子以忠顺孝悌之道去管理社

会%治理国家#他说!)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

'韩非子!忠孝(

韩非认为倡导仁爱孝悌是君主缺乏治

理能力的结果#而他相信君主掌握严刑峻法才能获得治理效率!)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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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

亡系虏之患$*

'韩非子!奸劫弑臣(

可见#法家认为#君主能够制定和推行刑罚#其实是反映了君主治理国

家的能力和效率$

韩非认为#一个君主掌握了法%势%术#就可以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明君$韩非的治理理论以自然

人性为基础#认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

'韩非子!心度(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

求荣*

'商君书!算地(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好利恶害#夫人之

所有也*

'韩非子!难二(

$法家反对儒家的性善论#他们强调人性中趋利避害的特质#相信人的一切行为

皆出于利益#人际关系不是互爱关系而是一种利益关系!)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韩非子!饰邪(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

'韩非子!难一(

#君臣在进行死力与爵禄交易$

因为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所以)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韩非子!八经(

)赏

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子!五蠹(

)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

也急*

'韩非子!六反(

$法家提出的厚赏重罚是依据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他们相信君主掌握了厚赏重罚

的权术#就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韩非子!奸劫弑臣(

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标$

与儒家强调国家治理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完全不同#法家强调君主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春

秋战国恰恰是诸侯争霸的竞智角力的时代#法家关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政治思想#能够满足诸侯国

家对富国强兵%军事权谋%争权夺利的霸道需求$法家思想特别获得秦国国君的认同#经过一系列变法

之后#秦国空前强大起来#并且很快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

四%汉以后儒法互补的治理结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分别继承了三代先王的王道和霸道$儒家特别强调王道与霸道的区分#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孟子!公孙丑上(

王道与霸道其实是代

表儒%法两家的不同国家治理模式$儒家总是以仁义道德作为国家治理原则和方法#他们提倡以民为本

的政治思想#体现的是王道的国家治理模式$法家的政治思想则是君主%朝廷为中心的政治原则#总是

以强化君主对国家的掌控能力为政治目的#故而是霸道的国家治理模式$儒家的政治治理思想强调了

政治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但是却非常缺乏治理能效而不为任何诸侯国所采用&而法家继承三代先王

的霸道#主张富国强兵以统一#严刑峻法以制民#这适应了诸侯国希望统一天下%强化集权的政治需求#

故而在秦国得到有效的实践$

但是#法家和秦帝国太迷信政治权力#片面地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政治的目的#完全蔑视普遍民意在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地位#否定道德与文化的作用$秦王朝蔑视普遍民意的政治意义#推崇暴力#崇

尚霸道#让法律%权术成为专制皇权的工具#证明法家片面强调效率是有严重缺陷的$秦王朝统一中国

后却突然崩塌#这与其政治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和失衡有关$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

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

!秦始皇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反而激

化了政治矛盾!)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

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

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因为全社会出现

了)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的政权局面$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

体系中#仅仅是儒家或法家任何一方#均不能建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汉以来的历代帝国#开始探索儒法互补的治理方法#这种治理体系能够相对维持长期有效的国家治

理$所以#我们在此对汉以后儒法互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做一简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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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吸取秦亡教训#推动儒法互补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结构#当然#汉朝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是在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般来说#国家治理方法在推翻旧王朝的攻的阶段和建立新王朝的守的

阶段是不同的$攻和守的不同阶段#往往会有不同的治理目标#故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手段$具体来说#

在推翻旧王朝的攻的阶段#必须依赖政治%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必须拥有这些硬实力才能够在血腥的暴

力和权势的争夺中征服政敌%开创霸业$故而攻的阶段推崇暴力%权势%强兵的法家更有吸引力#作为国

家治理手段也更有效率$秦始皇采用法家学说治理国家并且取得统一六国的胜利#其原因在此$但是#

到了新王朝建立以后#国家逐渐进入到社会稳定的守的阶段#这时就必须倡导社会和谐%人心安定%人文

化成等软实力#儒家的国家治理方法#更有益于稳定民心%维护秩序%巩固政权$秦始皇所以能够成功地

成就辉煌的霸业#与他采用法家的政治治理学说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他在建立统一帝国后仍然迷信

暴力和权势#实行严刑酷法%横征暴敛%以吏为师等法家政策#造成强大帝国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严

重后果$西汉政治思想家贾谊在2过秦论3中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他强调开创霸业的战争年代和维护王

朝的和平年代#国家采用的治理策略是不同的$他在分析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时说!)秦王怀贪鄙之

心#引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视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

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

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法家与儒家的国家治理手段是不同的#贾谊认

为是)攻守之势异*#政治治理需要儒%法两家学说相互补充#这实际上就是儒法互补的问题$

到了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和儒生们的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成熟$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采取

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将儒家治理思想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汉武帝崇拜三代先王的国

家治理理念#他推崇儒家2五经3#正是希望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但是#西汉名义上是)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其实在有关国家治理方法方面是融通儒家%法家等不同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儒法互补*

)王霸杂之*的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汉武帝所确立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结构#是将儒家%法家的不同政

治思想融为一体#他们希望以法家的政治理念去制约臣民与保障王权#以儒家的道德理念去制约王权与体

现民意#达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所以#汉在秦统治基础之上建构起多元一体的治理模式$

汉代逐渐形成的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治理思想#汉帝国以此为依据建构起相对稳定的政治原则和

治理方法#这一国家治理模式一直延续下来#奠定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后#历代统治者在严

峻的政治现实中认识到儒法互补的重要性$东汉初年的桓谭就强调#国家治理的成功离不开王霸并用

的原则$一方面#他主张)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使知好恶去就*&另一方面#他又强调

)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

)王道*总是以民意为政

治基础&霸道则是以权位为政治前提#但是王道和霸道的并用则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三国时曹操

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也是王道和霸道并用的主张$儒%法互补在自发地

调节着王朝的建立与国家的建构$唐初魏征也主张!)德%仁%功%利11兼而行之$*

$德%仁%功%利兼

行#其实就是王霸并用$

政治家们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推动了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治理方法#而儒家学者也在思考%讨论

王霸并用问题#他们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肯定了王霸并用的必要性$南宋时期#事功学派特别坚持王霸并

用的政治治理#陈亮认为霸道是和王道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禹%汤%文%武等三代先王如果没有征伐%

谋位的霸道#则无法成就其王道$而汉唐以来的君主虽然是推行竞智角力的霸道#但是)其德义又真足

以君天下*

%

#可见#王霸并用是一切有作为的君子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是兼而有之的$与事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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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理学家在对历史上的汉唐君主的评价不同#他希望对政治上的君主们的霸道保持警惕$所以#

理学家朱熹批评汉唐以来君主推行霸道$尽管如此#理学在本质上要求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所以#理

学家们一讨论实际的国家治理#也不能不是王霸并用!)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

以刑齐民$*

!可见#朱熹在有关现实政治治理方法上#他并不反对王道霸道并用$

五%结
!

语

因此可见#传统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是儒法互补$2荀子+君道3云!)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

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荀子的治理目标是实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

能*与)公道达*)公义明*#恰恰是追求国家的治理效能和民意基础$而荀子的君道正好与儒家%法家均

有内在联系#兼有两家的政治思想$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惟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必然依赖其独特的

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西汉以来的国家治理是儒道互补!儒家主张统治者道德自觉#推行仁政#体现了

民众利益!法家强调君主集权#要求建立刑赏政治制度#大大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传统中国的治理是

儒法结合#是一种兼顾民意与效能的治理模式$严法是儒家善政的制度保障#儒家道德信仰是法家制度

的价值导向#从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当下世界动荡不安#政治治理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探究传统中

国的儒法互补治理思想#以提高国家的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对中国乃至世

界的长治久安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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