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大同”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编辑部，天津 !""#$"）

摘 要：儒家在《礼记·礼运篇》中所阐发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在传统社会犹如理想灯塔之

光给予中国人以生命的希望，而且更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人，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既救

亡图存，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又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建设近代化的国家而奋斗的重要

精神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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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素重现实而少玄想，唯《礼记·礼运篇》中

托孔子之名描述了儒家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按

汉儒郑玄的注解，所谓“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

相变易及阴阳运转之道”；唐儒孔颖达的疏义说是

孔子答弟子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在

这篇文献中，孔子平实地论述了“礼”是如何随着

社会文明的演进不断变化的，故其具有清醒的人

文理性精神。与其它儒经不同的是《礼运篇》具体

描述了五帝时代社会“大同”的生动情景，并据之

而提出了著名的“大同”、“小康”之说。其说包蕴

着下列主要思想内容：（一）“大同”之世是一个以

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公”是这

社会的总原则，在这社会里，人们各尽其力，为社

会劳动，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归社会成员共享，

毫无私有观念。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

为，维系着人际关系，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真

诚相待，各得其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选贤

与能”，实行社会民主，而被选出来的“贤”者、“能”

者则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公仆。（二）现实社

会，“大道既隐”，则非“大同”，而仅是“小康”之世

了。“小康”之世是一个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

会，“天下为家”是这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社会“谋

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财产私有，各谋其利，尔虞我

诈，弊端丛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整个社会失去

了和谐。为救治社会病症，维持基本秩序，圣人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他们“治人之七情、修十

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这才使得这社会

差强人意。（三）处于“小康”之世的圣人们，以“人

情”为依据，“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

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渐使“天下国家可

得而正”：“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

与、大夫以仁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

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可见，虽然“小康”之世，

“大道”已隐，但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经过德礼之治，必然能够由“小康”而入“大同”。

总之，儒家学者通过《礼记·礼运篇》而描绘的“大

同”社会景象———“天下为公”；人们不独亲其亲、

子其子；货力不必藏于己；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

闭；整个社会一团和睦，互助互济、扶弱救贫等等，

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闪烁着迷人的光

芒。故自其说问世以来，“世界大同”就成为炎黄

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大同理想在中国上空

一直徘徊了二千余年。它犹如理想灯塔之光，不

仅给失望中的人们不断带来希望，而且更感召着

人们为之去做不懈努力。

传统社会的士阶层中，宋儒曾对“大同”说有

过一番议论。胡安国著《春秋传》，屡引《礼记·礼

运》“天下为公”之言，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天

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吕祖谦不赞同这说法，致

信朱熹，谓《礼运篇》所讲“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

“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朱熹复信指

·-·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四年第一期

!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陈寒鸣（#’&".），男，汉族，江苏镇江市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万方数据



出，《礼运篇》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以三代以

下为“小康”之世，符合史实，毋庸置疑，并认“小

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样的“大贤”

出世，稍事努力便不难达到，至于“大同”之世则要

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如尧、舜者流才能达到。

孔子所述，表达了一种社会理想。比较言之，胡、

朱之说颇有见识，而吕氏之说则难以令人信服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

想更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

衰朽而又暴虐统治，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

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康

有为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

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

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他在《大同书》中推

展儒家传统的“仁”学，认为所有生物皆具天生之

仁，同类相爱乃是生命的根本法则，而此一爱心必

须普及，否则无爱可言，对人类尤应如此。又以之

为理论出发点，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

揽全球，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

的“大同”理想社会图景，并将之视为未来人类发

展之必然。兹仅就其中的主要方面略予介绍：其

一，康有为指出私有制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根

源，故而主张以公有制为“大同”理想社会的经济

基础，认为欲致大同，非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

工商各业必归之公。这样的公有制，当然是以高

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其基础的。其二，“大同”之

世，完全排除了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盲目竞争，工

农业都是在“公政府”计划性组织下生产，并实行

按劳分配原则，人们的生活幸福美好。其三，“大

同”之世，人人都须参加劳动，劳动光荣，工人具有

很高的社会地位。劳动成为一种美的享受，而懒

惰乃是“大同”之世的禁忌。并且，“大同之世无奴

仆”，通过机器从事劳作或创制新机器的工人受到

尊崇，地位极高，人们亦因之而以务工劳作为乐

事。其四，康有为强调平等乃天赋人权，侵犯这一

权利为“侵天权”，而如主动让出这一权利即是“失

天职”。在他所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也没有尊卑高下之别。至于

从事组织管理性质劳动者的行政人员只是人民之

公仆，官即民也，本无大小之分。这些行政人员由

民推举产生，为民办事、为民谋利，都是有能力、有

声望的智者仁人，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真

正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且在这平等的原

则前提下，人们还充分享受到自由权利：凡为人

者，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

宴飨可以自乐，交往可以自主，此人之公有权利

也。其五，“大同”之世，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

提高，真正从被压抑、受奴役的境地解放出来，与

男女享受到同等权利。康有为不仅主张在物质生

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政治生活及接受教育、工

作劳动等各方面妇女都应享受到与男子同样的权

利，而且，他基于“太平之世，人皆独立，即人得自

由、人得平等”的原则，认为女性首先应在择偶婚

恋上获得自由，男、女婚姻之结合或离异是女性应

该享有的、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总之，康有为把

妇女解放视为人类进步以渐至“大同”之世的前

提。其六，“大同”之世，教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最

主要的动力，而民智的开拓则是社会基本的任务

之一。为此，康有为为“大同”社会设计了一个从

“胎教”到“大学院”的完备教育体系，认为经过系

统、完备的教育，“大同”之世的公民就会成为既有

专门知识、又具高尚品德的人［!］。

谭嗣同、梁启超受康有为思想影响，亦提出有

关“大同”理想的主张。谭氏谓：“地球之治也，以

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

之民。无国则畛城化，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

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

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

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彳弗《礼运》大同之象

焉。”［"］（#$%&’）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

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

相结合，认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

可寻：多君为政世———一君为政世———民为政之

世。这三大阶段又可分出六个小阶段：多君世可

分为酋长之世与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可分为君

主之世与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可分为有总统之

世与无总统之世。他不仅指出多君世就是据乱

世、一君世就是小康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

世，而且还运用历史事实具体论证了多君——— 一

君———民政是一个由苦向乐、由恶向善、由乱向

治、由野蛮向文明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而实行

民权的民政之世则终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任何力量都阻遏不住的。本来，将资产阶级历

史进化论与《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及《礼记·礼

运》的“小康”“大同”观相揉合，阐发政治主张，推

展社会理想，这是康有为的一大发明。梁启超承

继师说而又有所区别。在康有为那里，与升平小

康、太平大同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君民共主，努

力目标是由君主专制而君民共主。但对于梁启超

来说，与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相对应的则是一君

世、民政世，努力目标则是由君主专制而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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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这样，虽然梁启超也把君民共主看作是由君

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变化，但这仅仅是量变，

并不能体现出历史发展阶段本质性的变化。这种

对“三世”解释的不同，反映了康、梁师生间思想上

的分歧。

不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非常关注《礼运篇》，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重新诠释《礼运篇》，在赋

予其新义的同时，阐发着他们自己的“大同”理想。

譬如，孙中山提出（一）“大同”理想：人类进化之目

的。以《礼运》“大同”为人类宝筏、政治极则的孙

中山指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之所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说：“在吾国

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必子其子，是为

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

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理想世

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

不用矣。”［!］（"#!&）（二）“大同”世界：人民享有一切。

孙中山认为，“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

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

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

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

界。”［!］（"#!%’）又指出：“公天下，⋯⋯就是把政权公

之天下”［!］（"#’()），“以民治天下”［!］（"#&*%），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便是主张民权大同世界。”［!］（"#&!）（三）“大同”

主义：即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孙中山说：“民

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

义。”［!］（"#!++）又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

富者压制贫者是也。”［!］（"#+&）“故卓尔基享利之学

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

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

之幸福也。”［!］（"#+$’）（四）“大同”原则：人道主义，即

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者，人

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受、平等、自由，社会

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

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

‘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

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

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

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

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由此

四端不难看出，《礼运篇》所阐发的儒家“大同”理

想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

深刻的。当然，孙中山并未囿于儒家经典传统，而

是从其所处的时代出发，力求通过把握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去探索实现“大同”理想的途径。这使他

的“大同”论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 *) 世

纪初叶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人士所提出的种种

“大同”理想主张相比较，不仅站得高一些、看得远

一些，而且更贴近实际。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既有

儒家经学原典的传统依据，又具有他自己所处时

代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历史特征。

尚值得一述的是儒家“大同”理想还成为近代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其社会思想主张的深厚传

统底蕴。他们将中国儒家“大同”思想传统与近代

西方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冶为一炉

而大力抒发其自己的“倡公去私”情怀。天义派的

刘师培指出：“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私利不能背

驰”，要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新世纪派的李石

曾提出：“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蔽之，使大

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诸民谊则干脆

说：“吾辈所抱主义，为至公无私”，是“义广理全、

至公无私之社会主义也”。民生派的刘师复宣称：

“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遍之不道德行

为也”；进化社代表人物区声白亦谓：“家庭废、私

心 灭，人 人 均 可 专 心 一 致，以 尽 力 于 社 会

也。”［’］（"#++ , !+(）他们所说的“平尊卑、去贫富”，“家

庭废、私心灭”，“扩私为公”，“去一切不公之事”等

等，无疑受启于《礼运篇》。而其对于“公心”的提

倡首先着眼于“去私”，即去除掉货物（财富）“藏于

己、为己”的私人私欲私利私念，这种思想理路更

与《礼运篇》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

正是紧紧围绕着既要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

独立、自由和解放，又要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建设近

代化的国家这样的时代课题，近代中国仁人志士

不仅努力学习、吸纳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而

且也了解、接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

社会主义学说。就其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

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而言，乃是以儒家“大

同”思想传统为理论出发点的。最早在中国介绍

社会主义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如此，如《西国

近事汇编》的作者在 $-(’、$-(+、$-(( 年均以“欧罗

巴大同之义”、“创为贫富均财之说”和“贫富适均”

来意译西方的社会主义。此外，$-(- 年清廷使德

大臣李凤苞以“均平”、“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

贫富之分”诸说来介绍其所了解到的西方社会民

主党和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严复在《原强》一文中

把西方社会主义者称为“均贫富之党”；康有为也

曾称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为“贫富均等”。凡此等

等，皆表明近代中国人是依据着对儒家“大同”思

想传统的体认来了解、认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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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而社会主义学说最

初也是以反对贫富悬殊、实现人人平等的“大同”

理想为号召力，才得以在中国迅速流传开来的。

如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

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共财”二字

“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

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如此才能实现“同

乐 同 作，同 息 同 游”的“大 同”即 社 会 主 义 理

想［!］（"#$%& ’ $()）。他们还提出“夫社会主义之目的在

于翼一切财产之平均，以易私有为公有，若共产的

无政府，其目的正与此同。”他们又将社会主义分

为“集产社会主义”（*+,,-./01023）和“共产社会主

义”两种，认为前者“主张以日用之物（如衣食房屋

之类）属之私有，生产之物（如机械土地之类）展之

公有（或国家）”，后者则“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

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衣食住等）全属社会公有

者，本严确之定义也”，“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

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4(5 ’ %5)）尽管如此理

解、评介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并不确切，但由于其与中国人数千年来

对于“大同”社会理想期盼的心理相吻合，因而不

仅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主要由这些思想

主张汇聚而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成为“五四”一

代先进知识者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

义学说的中介。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范围，而有关社会主

义问题的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

的论争则不仅区分了真伪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使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包括基尔

持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但是，儒家“大同”思想

传统的影响并没有因之而泯灭。相反地，无论是

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或者是本土化、民族化了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

都有着十分显明的儒家“大同”思想传统影响的印

记。如郭沫若在 $&4) 年所撰《马克思进文庙》一

文中慨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世界

竟是不谋而合”；毛泽东在 $&!& 年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4( 周年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指

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

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

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

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

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

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

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历经苦

难、备受外国侵略者欺凌和本国统治者压榨的中

国人民终于“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是何等

令人欢欣鼓舞呵！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

要真正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中国人，大多或早

或迟地都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由衷地认同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

设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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