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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乡村治理传统对当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商学哲

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 山东 济宁 273100

【摘 要】：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传统意义上的城乡结构被打破，现代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

长期浸润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乡村社会体系结构受到极大冲击。其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主要表现为：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产业结构单一，三农问题依旧显著；流出人口巨大，农村空心化和人才流失严重；内生秩序瓦解，乡村文化明显断裂；伦理

道德衰退，精神信仰和价值体系迷失，情感共同体基本瓦解；民主法治缺失，传统乡规民约失范。如何改变上述困境，是当

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儒家乡村治理传统对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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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全局战略高度之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指出：“要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实施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很多地

方都与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倡导的以民为本，乡

贤治理，修身齐家，德治社会等传统文化同出一脉同起一源。

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需要吸取借鉴并创新传承儒家文化中的优

秀乡村治理要素，增强农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

感，重塑乡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重建乡村社会的精神家园，

将其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这对于当前人们理解并更好地推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意义重大。

一、“大同社会”与“以民为本”——理想与目的的

高度契合

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历经千年所形成的

社会治理体系已经过无数次历史的检验，其中仍不乏值得借

鉴的合理成分。要想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更快更好

发展，首先就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创新传承

关系。

自从西周“人文转向”之后，人的地位就开始得到重视。

特别是汤武革命的影响，使得统治者和从政者看到了“民”

的作用，开始将目光投向广大老百姓。《尚书》里讲：“天视

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左传》

一书也强调：“夫民，神之主也”，认为人民是国家治理的根

本，民心向背是事关国家和社稷稳定的大事，因此将敬德保

民、爱民利民、重民富民作为治国大计，民本思想逐渐成为

历朝历代统治者必须重视的主流思想。当前三农问题仍旧是

事关国家根基是否稳固的重大问题，广大农民是乡村社会的

主体，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是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原则之一。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就是

要以农民利益为导向，以农民满意为标准来开展乡村振兴工

作，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这与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也与

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契合。

《礼记·礼运》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

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大同社会所追求是一

种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社会各成员地位平等，人与人和谐相

处的理想状态。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将其作为终身事业，

为之奋斗不已。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谁

来种地这个问题，说到底，核心就是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

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1]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民过

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统筹城乡协同发展，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共产

主义前进征程上的重要一步。作为最基层的农村实现全面脱

贫，走向小康的过程，无疑也是共产党人继承了“小康”和

“大同”社会这一理想且在当代的创新转化。

二、“制民恒产”与“天人合一”——经济为核与生

态优先的发展理念

从“民本”角度出发，儒家自古以来便形成了重民安民

的思想理论。《论语·学而》篇讲：“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6期 2020 年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民之

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荀子·富国》

篇强调：“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

丘山之积矣”，百姓的安居乐业与国家富强稳定息息相关。

因此，保证老百姓有稳定的收入便是统治者首要思考的重要

课题。

《孟子·梁惠王上》中讲：“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站

在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出发所作出的富民安民之策。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

审议时就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

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

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农业强不强、农村

美不美、农民富不富，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只有以产

业振兴带动五大振兴，将“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战略统筹高度之上，才能真正将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

到位。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则要求统治者要“使民以时”“不

违农时”，开发利用自然要“适时”“有节”，与天地万物和

谐共生，形成可持续发展思想。《论语·述而》篇讲：“子钓

而不纲，戈不射宿”，《孟子·尽心上》提出：“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强调人要“尽性知天”，以

“赞天地之化育”。做到这样，就能如《荀子·天论》中所

讲：“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

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孟子·梁惠王上》中给出了具体的生态举措：“不违

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

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

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

始也。”当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背景下，

从儒家生态思想中汲取有益滋养，有利于打造生产美产业强、

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的乡村振兴生态发展新格局，

牢树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序进行，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三、“德业相劝”与“乡贤治理”——成风化人与崇

德尚贤的乡村风貌

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人文精神。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构成整个社会的细胞，关

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我国优秀的农耕文明能够传承至今，

形成了许许多多超越时代的价值规范，如勤俭持家、亲临和

睦、德业相劝、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患难相恤等等。这些

都与儒家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相一致，构成了一幅成熟完备的乡村伦理和治理体系。

家风家训和乡规民约就是这种乡村治理体系的优秀产物。像

《子凡四训》就讲：“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钱

氏家训》规定：“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郑氏规

范》强调：“子孙器识可以出仕者，颇资勉之，既仕，须奉

公勤政”，体现了对齐家爱国、官民同德、为官从政的正确

认知。乡规民约虽相较来说更为简练，但却是根据某个地区

的传统习俗、实际需要等情形长期自发而形成的一种行为规

范。像“和睦乡里，教训子孙”“人人皆宜孝尔父母”“德业

相劝，过失相规”等，都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

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

伦理，伦理靠乡绅”，在乡村治理传统方面，无论是在理想

原则、实践理念，还是在做人做事、处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

社会关系，以及制定礼仪规范、乡规民约等方面，都有其独

到之处和合理成分。特别是乡贤治理传统，在传统乡村治理

模式中起到了伦理建构、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史通·杂

述》中载：“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乡贤作为乡村社

会的精英主体，不仅是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更是乡村文

化的引领者。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传承发展好乡贤文化，对于助推乡村振兴大有益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

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随着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广泛推广，新时代农村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文明新风

行动不断开展，倡导亮家训、晒家风，倡树丧事简办、喜事

新办，涵育时代文明乡风，建设文明新生活，有利于推动乡

村文化振兴。从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当中汲取有益营养，引

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营造敬老爱幼、邻里互

助、团结和睦、崇尚向善的浓厚文明乡风，积极挖掘村庄历

史文化内涵，对于凝聚农民力量，提升农民责任感、荣誉感、

归属感，提升农民文化素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现

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对外主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和“一带一路”倡议，而内部则主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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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关乎最大多数农民群体的切身

利益以及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真正实现，大力发展乡村

振兴战略尤为迫切和必要。但其中的理论依据并不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五千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乡

村治理传统就是其中的重要理论来源。传承与创新儒家乡村

治理精华，将其更好地融入助推乡村振兴发展之中，对于大

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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