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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
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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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摘　要 ]周公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 ,其思想确有独到之处 ,概要言之 ,即是顺天

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 ;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 ;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

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在殷周社会转

型之际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具

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周公思想 ;先秦儒家 ;影响

[中图分类号 ] K825. 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5374( 2002) 01-0015-05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 ,如从有确切而系统文献记载角度看 ,可谓无愧是第一人。

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和政治上的实践者 ,他既为周一代革故鼎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为中国

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 ] (第 16页 )。他不但具有卓越深邃的思想方面的真知灼见 ,而且能

将之贯彻实施于政治实践之中 ,形成可以操作的相关制度。他的思想来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 ,是在实践

中的理论升华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付诸于政治实践。 他的思想及具体政治实践 ,对后世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对先秦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通过儒家的传播与履践 ,使之绵延不绝而至当今。

笔者不揣冒昧 ,试图在前贤研讨的已有成果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其思想内容的精髓 ,并进而简要论及其

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影响 [2 ]
(第 37页 )。 不妥之处 ,敬祈师长同仁予以斧正。

一、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

周作为商在西部的一个属国 ,欲取而代之主宰天下的志向 ,文王时即已形成 ,经文王、武王父子两代

多年苦心经营 ,终以“小邦周”而一举灭掉“大邑商” ,成为天下的主宰。商的灭亡 ,与纣及上层统治者倒行

逆施、暴虐万民密切相关 ,从而失却民心所向 ,致使其最终失去统治的根基 ;上层统治者内部分崩离析 ,

纣也成为孤家寡人。然而 ,纣至死仍不悟 ,还在侈谈“我生不有命在天?”
[3 ]

(《尚书· 西伯勤黎》 )依旧深信其

“上帝” ,并对“上帝”隐约表现出怨恨。与纣截然相反 ,周公在事文王、辅武王灭商的实践过程中 ,逐渐感

知“上帝”对社会兴亡治乱是鞭长莫及的 ,民众及其人心向背 ,才是社会兴亡治乱的关键所在。没有民众

的鼎力支持 ,“小邦周”生存都无法持续 ,更不可能一举灭掉“大邑商”。面对着社会的剧变 ,周公在思想意

识形态理论方面 ,针对社会实际需求 ,进行了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 ,从而使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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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又增添了一份财富。

周公顺天应时、适时兴替的变革思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天命无常。商代是神权笼罩一

切领域 ,但其骨子里仍是假借“上帝”旨意而行“王令” ,目的是狐假虎威 ,镇慑民众及持不同意见者 ,久而

不思辩其真伪 ,商人尤其是上层统治者 ,逐渐对“上帝”深信不疑。关于此点 ,《诗经·绵》及周原出土的甲

骨卜辞可以证明。 周已灭商 ,周公深知民心向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 ,但针对商人宗教信仰及心态 ,以及

用少数周人统御众多商人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为周在统治上创造理论依据 ,于是周公适宜提出“唯命不

于常” [ 3] (《尚书· 康诰》 )的思想 ,亦即是“天命无常”。他有机地将“上帝”和“天”结合为一体 ,以“天”取代包

容商之“上帝” ,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转移。 既然“天命无常” ,那么“天命”转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周公

对商“上帝”观念地修正及补充 ,较为合情理地解决了周代商的权力转移 ,并使“天”成为周的保护神 ,也

在宗教信仰及心态认知上 ,使商人予以一定程度的首肯。 “唯命于不常” ,在周初已形成一种思想意识 ,

《诗经· 文王》则明确言“天命靡常”。 《诗经·大明》则进一步言“天难忱斯 ,不易维王”。由是可知 ,天命

无常的思想认识 ,其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于究竟怎样才能永保“天命”而不失之 ,也就是如何才能使周的统

治得以长治久安。因此 ,周公又提出了与之适宜组合的系统思想理论。 2.敬天保民。“敬天”既是继承修

正商人思想信仰 ,也为周人统治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同时 ,也含有一定意义上的自我约诫。因为商纣王等

人违背天命 ,因而“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 ,诞受厥命 ,越厥邦厥民” [3 ] (《尚书· 康诰》 )。 “皇天上帝 ,改厥元

子 ,兹大国殷之命”
[3 ]

(《尚书· 召诰》 )。 周公在对商遗民的解释过程中 ,虽一再强调周代商实乃“天命” ,但

他确信此“天命”就是民心民力 ,故而在“敬天”的同时 ,极力大倡“保民”。因为只有实现“保民” ,才能使

“天命”不移。 周公深刻意识到这绝非易事 ,所以他曾一再告诫康叔: “天畏 忱 ,民情大可见 ,小人难保 ,

往尽乃心 ,无康好逸豫 ,乃其 民。” [3 ]
(《尚书· 康诰》 )而要达到真正永久“保民”目的 ,必须在治国治民策

略上进行变易 ,以免重蹈商亡之覆辙。 3.明德慎罚。 “明德”即是要求治国者首先加强自我克制 ,处身行

事以“德”为规范 ,同时也要加强对“民”的思想教育。周公已意识到“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
[3 ]

(《尚书· 蔡仲

之命》 )。 “明德”除施政者加强自身修为外 ,还要在对待“民”中体现出来 ,一定要效法“古先哲王 ,用康保

民”
[3 ]

(《尚书· 康诰》 )。概括言之 ,即要在一定程度上施惠于民。“慎罚”思想 ,集中体现在《尚书·康诰》中 ,

主要是周公在借鉴商残刑酷法教训的反思及在新形势下执法的思想原则 ,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周公的变革思想 ,归括起来 ,是顺天应时、适时兴替的产物 ,它在摆脱神学、重视民众及民事现实上 ,

开启了思想认识的先河。它对先秦儒家的影响是深刻的 ,使其“天命观”、“天人观”又向前跨进一步 ,虽未

能完全超越历史认识局限 ,但毕竟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崇尚人事、注重现实 ,进而形成系统的“德治”思想 ;

重人重民思想也更加透彻明晰 ,形成“轻徭薄赋”而“保民”的传统思想。

二、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

历史上的事非成败 ,永远可资借鉴。周公在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思想及实践上 ,为后世树立了一个

典范 ,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印证。

1.加强完善宗法制。“禅让制”被“世袭制”或曰“传子制”所替代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由血缘为基

础而形成的氏族制 ,逐渐发展形成宗法制。夏、商时期宗法制缓慢发展 ,但人为利用自然血缘为政治服务

的趋势明显增强 ,然而 ,至商灭亡 ,仍未能形成强制性的制度 ,这可从夏、商王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得

以证实。恰恰因为这一问题未能形成硬性制度 ,故此为夏、商王位继承及最高阶层权力的移交接替埋下

隐患 ,导致“废嫡而更立诸弟子 ,弟子或争相代立” [4 ] (《史记· 殷本纪》 ) ,从而引发统治集团上层内讧 ,并由

此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有鉴于此 ,周公利用自然血缘关系 ,将之人为加强改造与完善 ,创立了以嫡长

子继承为核心 ,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宗法制 ,从而解决了由上至下、由政治权力及经济占有的层层

法定继承关系 ,并进而明确“亲亲”必须为“尊尊”服务 ,并再以此为基础前提 ,再进行政治利益与经济利

益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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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封建国。这是周公以宗法制为基准原则 ,以血缘的远近亲疏为量度思想在治国策略中的具体实

施。被分封到各地建国 (地方政权 )者当然不仅限于同宗 ,也包含部分与周王有姻亲关系的人、部分灭商

建周异姓功臣以及古代“帝王”后嗣、亡国之君王的后嗣等 ,但无疑是以同宗同姓为主要对象 [5 ] (《左传·

公二十四年》 )。通过分封建国 ,完成了政治利益的再分配 ,同时也完善了地方政权的建设 ,巩固了周王

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

3.完善井田制。这是周公经济思想的具体实施。《孟子· 腾文公上》说: “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

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由引可知 ,周公确对夏、商之井田制有所继承及改革 ,并使之成为周代的经济基

础。经过对井田制的改革完善 ,更加强了周代中央及地方的经济实力 ,在一定限度内也激发了劳动者的

积极性 ,从而推动了西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些思想的形成与由此进一步完善的相应制度的实施 ,使西周在商代社会基础上 ,又越上了一个发

展的新台阶 ,收到了预期的功效 ,它也对先秦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概要言之 ,先秦儒家的仁学文化 ,是

以宗法之根基“孝”为出发点而形成的 ;政治利益的分配虽重“德行” ,但更优先于“有德”的同姓同宗 ;至

于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的形成 ,更直接的受到“井田制”理论的影响。

三、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作为一个思想家及政治家 ,必须具有远大目标 ,清醒头脑 ,深谋远虑并能防患于未然 ,不可为一时胜

利及成就冲昏头脑 ,一定要面对客观实际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并要虑及长远 ,未雨先绸缪。周公在丰

富政治实践的感性认识上 ,逐渐形成了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具体从下列 5件事例可以资证。

1.安抚商遗民。周公辅佐武王灭商后 ,立即与武王共谋如何安抚商遗民 ,以期争取商遗民的支持并

消弭其可能复辟。首先 ,本着“灭国不灭嗣”的古老传统 ,封纣王子禄父 (武庚 )于商王畿一隅 ,使其延续商

之余祚。其次 ,对忠诚于商而以周为敌患、终又被商纣王杀害、迫害的人予以礼待 ,即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闾、释箕子之囚、礼遇微子启
[ 4]

(《史记· 周本纪》 )。这些措施对稳定及争取上层商遗民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为“散鹿台之财 ,发巨桥之粟 ,以振贫弱萌隶” [4 ]
(《史记· 周本纪》 )。此举为争取下层商遗民之心起到

了积极作用。

2.设三监。为防止武庚的可能复辟 ,周公与武王决定将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王畿之内 ,以就近监

督武庚及分别治辖王畿的商遗民 ,防武庚及商遗民的反叛于未然。 此举初期收到了预想目的 ,后因周公

“摄政”而促发管、蔡等人联合武庚的大叛乱 ,但周公的初衷仍体现了其深谋远虑。

3.建洛邑。周原来偏居西部 ,灭商后 ,遇到如何管辖及监控商原属的广大东部地区的新问题。武王

及周公等人为解决此问题 ,拟在原周、商结合部兴建洛邑。尚未及实施 ,武王崩。因成王年少 ,故周公“摄

政” ,却又引发管、蔡联合武庚叛乱 ,又连锁引发商原属地区的相继叛周 ,迫使“周公东征”。 平定叛乱之

后 ,周公继而实施兴建洛邑计划。洛邑建成后 ,成为监控东方地区及其后封国的桥头堡 ,为周中央政权的

巩固发挥了应有的功效。

4.迁“殷顽民”于洛邑。 为防止商遗民叛乱 ,周公在分封建国时曾将之化整为零 ,分别分封给继武庚

之后所封宋 ,鲁、卫二国也分封赐与一部分商遗民
[ 5]

(《左传· 定公四年》 ) ,剩余者多为具有较强反周思想

的“多士” ,即所谓“殷顽民”。为防止其可能反叛 ,均将之迁往洛邑 ,就近监控。但仍对其予以相对宽松优

惠的待遇 ,使之“宅尔邑 ,继而居” [3 ]
(《尚书· 多士》 ) ,此举有效地扼止了商遗民可能爆发的反叛。以上四

点 ,侧重于防止商人的复辟和反叛 ,将其分层采用不同举措加以解决 ,这仅是针对被征服者的实情及其

可能发展趋势的防患认识及相宜处置。更为可贵的是 ,周公还能够借重“殷鉴”遗训 ,从“守业”角度虑及

长远 ,力诫成王 ,修德正身 ,勤勉政事 ,勿耽于康乐田猎 ,否则 ,就会使商亡国悲剧重演
[3 ]

(《尚书· 无逸》 )。

周公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及相应举措的实施 ,对周初政权的稳固及其社会各方面的发

展 ,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并对先秦儒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举其大者 ,如忧患意识的形成 ,则可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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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周公思想。先秦儒家将之转化为深沉的忧患意识 ,并由此而转化为一种社会感、使命感、责任感 ,进

而形成持续不断的理论观念的更新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 ,以期使当时社会由“无道”向“有道”

的转变。再经儒家的持续努力 ,忧患意识已被历代“有志者”所认同 ,“居安思危”今日仍有认同价值。

四、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周公在灭商、平乱的政治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 ,又经一番深思熟虑、治乱抽丝地审慎抉

择 ,逐渐形成一套如何在一统天下后 ,使之能达到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进而形成治国的指导原则和具

体可行的制度 [6 ]
(第 98页 )。有关周公的管理思想 ,可从下列礼制的颁布施行中予以证实。

1.制礼作乐。《尚书大传》载言 ,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左传· 文公十八年》也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 ,

曰: `则以观德 ,德以处事 ,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 。”周公所制礼乐 ,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原则及相关制

度。其指导原则是在严格等级制的前提下 ,按“尊尊”和“亲亲”关系 ,确定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实现政治

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并由此而形成一统天下后的运作及管理模式 ,使之由上至下、由内到外、从

个人内在道德认同到外在具体行为规范践履 ,皆纳入井然有序的轨道之中。

2.层层隶属 ,职责分明。在“分封建国”、“以屏藩周”的明确目的前提下 ,分封了众多侯国 ,完成了地

方一级政权的建设 ;再由侯国以下逐次赐封 ,逐渐形成二级政权及基层政权的建设 ,最终形成以王室为

中枢、以侯国为骨干、以基层为基础的政治管理体制 ,达到天下一统而又井然有序。为使之权责利职分更

加明确 ,又辅之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 ;此外又明确规定了各封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及其所享有的

职分特权 ,如对侯国大小的军制予以严格限定等。周公这些思想及其由此而形成实施的相关制度 ,促使

周代国家形态比商代又前进了一大步 ,诚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言: “天子之尊 ,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

侯之君。”因而才有周人在《诗经· 北山》中的豪迈宣告: “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士之滨 ,莫非王臣。”正

是周公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呕心沥血的筹谋下 ,井然有序管理才得以实现 ,使西周成为我国古代第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

周公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及其良好功效 ,对先秦儒家影响至深。孔子在《论语· 八佾》中

说: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他把周公经营下的西周盛世作为政治上追求的目标之一。孔子

在周公管理思想的影响下 ,大力倡导天下一统 ,此可以《春秋》为证。他还对周公所制之礼 ,予以部分改造

和发展 ,极言和谐有序的重要性 ,主张人人都应各安其位 ,各负其责 ,各尽其力 ,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五、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

利欲熏心、惟利是图、以私害公之人 ,古今都是遭人憎恶的 ;理论巨人、行动矬子、光说不做的人 ,终

究会被淘汰。公而忘私、口心如一、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人 ,无论古今 ,都会得到人们的敬爱。周公深谙

个中道理 ,一生谨慎修为 ,勉力而行 ,因而得到古今人们由衷的敬爱。之所以如此 ,是与其公而忘私的高

洁人格和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密不可分的。从以下具体事例中 ,我们可略窥端倪。

1.注意修德行事。据《史记· 鲁周公世家》记载: “自文王在时 ,旦为子孝 ,笃仁 ,异于群子。”由此可知

其非常注意伦理道德修为 ,不但在内心予以认同“孝”、“仁” ,并努力按之践履行事 ,这对其以后逐渐形成

高洁人格与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2.公而忘私 ,力挽狂澜。据《尚书·金滕》等记载 ,武王伐纣后一度病重 ,周公曾召人设坛卜祝 ,愿以

身代武王没 ,以便让武王完成天下统一大业。未几 ,武王崩 ,成王立。成王幼 ,无法治政 ,而天下又百事待

举。在此危难时刻 ,周公依据传统王位继承原则 ,冒着被误解的风险 ,置个人利益于度外 ,挺身而出 ,“摄

政”行王事 ,使周初度过了上层权力更迭难关。管叔、蔡叔等不满周公独掌朝政 ,勾结武庚发动叛乱 ,于是

连锁引发商原属区域的反叛。 一时间 ,新建的西周政权顿时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 ,对管、蔡是否一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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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意见不一。周公在此危急关头 ,力排众异 ,公而忘私 ,以国家、阶级的总体利益为重 ,统一上层思想认

识 ,安顿妥“宗周”后方 ,毅然率兵东征 ,历时三年 ,平叛成功 ,使周初政权重新得以巩固 ,并逐渐得以发展

完善。

3.致政成王 ,功成身退。据《尚书·大传》记载 ,周公“摄政”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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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各项制度的设计创立大多出自周公 ,如何身

体力行、率身垂范 ,周公深知其重要性。嫡长子继承制攸关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及平衡 ,是各

项具体制度的重中之重 ,因而 ,周公在天下经营大定之后 ,毫不考虑个人利益 ,致政于成王 ,自己功成身

退 ,安居臣位。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率精神与行为 ,的确令人发自由衷的钦佩。

周公的这种思想及行为 ,对先秦儒家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身体力行的同时 ,又大力加以宣扬倡导 ,

对表率精神予以高度重视 ,尤其是认为“执政”者的表率精神作用 ,更具有重要而广泛的意义。他们都极

力强调 ,“为政”者无论在道德修养 ,还是在其他诸方面 ,都要为他人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如“正人”先要

“正己” ,以“身教”辅以“言教” ,甚至认为“身正”可以收到“不令而行”的功效。

以上从 5个方面简要论及的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 ,从中可见二者具有直接承继发展的

渊源关系。这些思想精华 ,形成于周公 ,阐扬于先秦儒家 ,尔后则渐入民心 ,绵延影响至今未绝。 其精华

所在 ,只要予以适宜转换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有所禅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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