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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孔子回答子路問「君子」（指在上位者），有「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諸」（《論語‧憲問》p239～240）
1的話，足見「安民」在孔子心目中是何

等崇高美善的境界。孟子私淑孔子，自然視「安民」為理想的政治。 

所謂「安民」，自其小者而言，就是讓人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家，有一種「安

土重遷」的認同。人民有了這種認同，自然對國家油然產生一份休戚相關、相依相存

的深厚感情。其所以產生如此休戚相關、相依相存的深厚感情，一則由於人情的交流

，一則由於文化的薰陶。人情的交流，向橫的空間發展，一方面成就人際關係的和諧

，一方面維繫社會秩序的安定。文化的薰陶，向縱的時間延續，一方面繼承歷史悠久

道統的光榮，一方面肩負開創未來遠景的使命。人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和諧安定、光榮

遠景的國家中，心底的感恩認同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了。自其大者而言，「安民」呈

現的就是一個「天下平，百姓安」的昇平之世。政治進展到了這種境界，那真如《禮

記‧禮運‧大同》所示顯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

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的大道流衍的大同化境了。 

那麼執政者應該怎麼做，才能「安民」呢？孟子提出兩種主張：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1 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論語新譯》，臺北市：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87 年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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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說：「今王鼓樂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聲，舉疾首蹙眉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樂，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不相見，兄弟妻子離散』。今王

田獵於此，百姓聞王車馬之音，見羽旄之美，舉疾首蹙眉而相告曰：『吾王之好

田獵，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不相見，兄弟妻子離散』。此無他，不與民同

樂也。今王鼓樂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樂也？』今王田獵於此，百姓聞王車馬之音

，見羽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獵也

？』此無他，與民同樂也。今王與百姓同樂，則王矣。」（《《孟子‧梁惠王上》

p326）2 

在這段話中，孟子為我們描繪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景況。一種是執政者高居魏闕之

宮，百姓困處荒林之野，君民之間，永遠隔著一道無形的銅牆鐵壁，彼此無法溝通。

一方面執政者不了解民間的疾苦，兀自搜刮人民的脂膏，大肆盤樂，甚至坐視生靈塗

炭，企圖粉飾太平。另方面人民的意願苦楚，無法向執政者傳達傾訴，以至於憤忿不

滿之情，愈積愈深，蔚成一座龐大危險的火藥庫，只要遇到些微火星，就會爆炸迸裂

，一發而不可收拾。一種是執政者能深入民間，主動發現人民的困苦，瞭解人民的需

要，進一步思有所以解決救濟之道。執政者握髮吐哺，宵衣旰食，時時以民為念，處

處為民著想。人民的意願心聲，隨時都可透過各種機關團體與大眾媒體，向執政者傳

達表示。政府關愛百姓，百姓信賴政府，如此，人民豈有不安？國家豈有不強的呢！ 

 

孟子說：「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立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賈皆欲藏於王之市，行旅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若是，孰能禦之。」（《《孟子‧梁惠王上》p318）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北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車三百兩，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寧爾也，非

                                                 
2 本文所引用《孟子》文本，皆出自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孟子新譯》，臺北市：三民書局有

限公司，1987 年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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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百姓也。』若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孟子

‧盡心下》p644～645） 

這就是說，國君施行仁政，使「中也養不中，才也養不才。」（《孟子‧離婁下》p494）

，則人人都能明辨義利，道德淳樸，民風篤厚，五倫昌明，治安良好，天下仁賢之士

與善良之民，自然不招而來，貢獻其才智能力。同時，因為國家奔本身具備諸種優渥

條件環境，更能吸引外人大量投資，招徠各國觀光客，從而增加國庫收入，間接造福

百姓，讓人民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孟子曰：「諸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盡心

下》p658）任何國家，只要執政者真能從事生產，開發資源，富厚國計民生。教導人民

，明辨義利，實施民主憲政。貫徹仁賢政治，捍衛封疆，保護民族文化。推行仁政，

與民同樂，安和天下民心。必能得到人民衷心的愛戴，無敵於天下。如果只知一味搜

刮民財，聚斂脂膏，大肆盤樂，背離民意，與民為敵，自我感覺良好，必然為人民所

唾棄。孟子苦口婆心地告誡人們：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惡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

；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諸

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不可得也。（《孟子‧離婁上》p472～473） 

這是千古不變的至理！而唯有執政者徹底落實「養民」、「教民」、「保民」、

「安民」的政策，才能獲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