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ｕｎｅ，２０２０
第 ６ 期（总第 ２８２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６

【历史研究】

赵岐政治思想与汉末士人的政治观

任 世 忠

摘　 要：汉朝末年时局动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阶层对儒学政治观有了新的阐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
赵岐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孟子研究家，他对儒学有较深刻的认识，对于汉末政治环境的变化，他在仁政、敬贤、守礼、
尊君等方面都有极精到的阐述，是汉末士人政治思想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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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士人群体长期生活在乱世之中，对政

治现实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通过注释典籍，表达了

自己的政治理念，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不多，①本文拟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以赵岐的政治观为中心进

行精细梳理。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政思想

仁政思想一直是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

分。 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就记载了师旷和晋侯

的一段对话：“师旷侍于晋侯。 晋侯曰：‘卫人出其

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

主而民之望也。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
社稷无主，将焉用之？ 弗去何为？’”②这说明，统治

阶层中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施行仁政对于

巩固君主的权力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汉

末士人对仁政有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深受儒家思想

影响的儒学士人，仁政思想较多地反映在他们的著

述中。 如赵岐的仁政理念即是通过他对《孟子》的

解读而表达的。 孟子在见梁惠王时详细阐述了自己

的仁政理念，赵岐则明确将之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③并且认为：“定天

下者一道，仁政而已。”④在赵岐看来，以仁义之道治

国，是天经地义的天下之大道，是实现天下统一的重

要途径，是君臣上下和睦相处的重要法宝。
实行仁政，就要以民为本，与民同乐，正如《尚

书·五子之歌》所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⑤这种民本意识，对汉末知识

分子有着深刻的影响。 如赵岐在解读《孟子》时认

为：“圣王之德，与民共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
太平化兴。”⑥强调与民同乐，是一位圣王应该具备

的品德，圣王从爱民开始，恩及天下万物，只有与民

同乐，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
而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王道世界。 同时，民之乐与君

之乐是相对而言的，民有乐，君才会有真正的乐。 赵

岐说：“民之乐，君与之同，故民亦乐使其君有乐也。
民之所忧者，君助忧之，故民亦能忧君之忧，为之赴

难也。”⑦君民同乐，忧苦与共，百姓才能为国君排忧

解难，能够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实现王道政治于天

下，故赵岐又说：“古贤君乐则以己之乐与天下同

之，忧则以天下之忧与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⑧

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民才能乐君之所乐，忧君

之所忧，百姓才会为君主奋不顾身。 赵岐反复强调

与民同乐，显然是看到了与民同乐的实际政治效果。
实行仁政，与民同乐，本国的人民拥护爱戴，乐

为之所用，而他国的百姓也会闻风而来，归于有仁德

之君， 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和谐一统的王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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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说：“以百里行仁，天下归之。”⑨所以，仁政是

王道社会的开端：“王道先得民心，民心无恨，故言

王道之始。”⑩王道社会，人民拥护，从四面八方往归

之，就如同水性趋下一般： “水性趋下， 民乐归

仁。”水性趋下，民性趋仁，尽管是两个不同的范

畴，一是物理属性，一是认知属性，但是用来比拟百

姓对仁德的归附，还是比较形象的。 仁，当然是明君

的特征，归仁也就是归于有仁德的明君，因为生活在

明君的世界里，是充满快乐的，所以赵岐认为：“民
之思明君，犹水乐埤下，兽乐圹野，驱之则归其所

乐。”“故云诸侯好为仁者，驱民若此也。 汤、武行之

矣，如有则之者，虽欲不王，不可得也。”赵岐把桀、
纣之失天下和汤、武之得天下的具体事实一般化、抽
象化、理性化、普遍化，强调民心向背、实行仁政、获
取民心的重要作用，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封建社会，个人的道德素养对仁义治国具有

重要意义。 因此，努力增强道德修养，完善个人品

质，提升仁义水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一切，都
需要个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不能依靠外力的强加。
所以，赵岐一再强调：“修仁行义，事在于我。 我求

则得，我舍则失，故求有益于得也。”把仁义存于心

中，自觉追求，努力培养，充实发扬，然后施行于政

治，恩泽天下，这就是儒家一再强调的修齐治平的人

生道路。
赵岐的仁政思想，来源于孟子，是在阐释孟子的

思想时展现出来的，但是由于身处不同的时代，赵岐

的仁政思想与孟子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体现出汉

代末年士人阶层的政治思想特征。
孟子的仁政，强调以民为本，制民之产，使民以

时，轻徭薄赋，这与孔子一脉相承，在《孟子》一书中

比比皆是。 例如，孟子的轻徭薄赋和孔子的富民思

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孟子认为君主的仁政决定

了民心的向背，这种向背虽然和天意联系在一起，但
是天命也要依据民心。 《孟子·万章上》说：“‘敢问

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
而事治， 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 天与之， 人与

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此之谓也。’”也就是说，主政者首先必须能行仁

政，使百姓爱戴他，上天再根据民意而接受他，从而

授予他神圣的君权，这样，仁政与天命便联系在一起

了，这是孟子的认识。

而赵岐对仁政的认识，更多地强调君主对人民

的爱护。 从赵岐大力宣扬国命来看，赵岐的民本意

识显然是从君主统治的安全性着眼的。 虽然赵岐也

受到谶纬迷信等思想的影响，但是赵岐很少将仁政

与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加注重仁政对于现实社

会的意义和价值。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赵岐生活在

乱世之中，诸侯蜂起，拥兵自重，皇权衰落，赵岐作为

汉朝末年忠于刘汉皇权的士人，自然特别强调仁政

的现实意义。
例如，中平元年，天下大乱，诸侯争权。 献帝迁

往西都之后，又遇李傕专政，以太傅马日磾抚慰天

下，以岐为副，赵岐宣扬国命，所到郡县，百姓都很高

兴，说：“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这是皇权长期得

不到重视之后的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兴平元年，赵
岐对董承说：“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
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 岐虽迫大

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

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 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由此可见，赵岐的仁政思想中，更多

的是对君主大命的宣扬以及个人对皇权的尊重、服
从和奉献，正如《后汉书·赵岐传》所言：“邠卿出

疆，专命朝威。”

二、敬贤思想

敬贤是历代开明的执政者必须选择的政治策

略，也是儒家一贯的思想。 孔子说：“见贤思齐，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把贤人当作个人行为的规范以

及人生修养的标准。 在政治体制中，则重视提拔任

用贤能之士。 孔子说：“举贤才。” 《礼记》说：“选
贤与能。”

在儒家普遍的尊贤重贤意识的影响下，汉末知

识分子也非常重视对贤才的提拔和任用，尊贤是时

代的要求。 葛洪就曾经这样总结赵岐时代的社会情

形：“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罗漏防溃，风
颓教沮。 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 力竟

成俗，苟得无耻。 或输自信之宝，要人之书；或父兄

贵显，望门而辟命。”此时的奸诈小人，不顾国家大

局，破坏选举制度，任人唯亲，清正廉洁之士，伏窜于

草莽之中，整个国家机器道德败坏，腐败堕落，忠良

遭受肆意迫害，正所谓“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

秉权，危害忠良”。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王符亦说：
“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怯于贵人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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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竭阗门，礼赞辐辏，迫于目前

之急，则且先之。”在《考绩》中他又指出：“群僚举

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

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陷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
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

应武猛，以顽愚应治剧。”这些政治小人，结党营

私，寡廉鲜耻，朱穆就曾经在皇上面前这样痛斥他

们：“自和熹太后以女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

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 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

天下。 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光和

元年（１７８），朝廷又置鸿都门学以抗衡太学。 对此

做法，杨赐评论说：“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

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獾兜、共工更相荐说，旬
月之间，并各拔擢。”“而令缙绅之徒委伏田亩，口诵

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 弃捐沟壑，不见逮及。 冠

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
念《板》 《荡》 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

今。”这让正直的知识分子非常愤怒，“河清不可

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

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贤
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就表现了这种悲愤的情

绪。 因此，尊重贤人，是时代的要求。
赵岐也重视对贤人的提拔任用，他在“永兴二

年，辟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朝廷从之。
其后为大将军梁冀所辟，为陈损益求贤之策”。 向

执政者进献求贤之策，表明赵岐是一位深晓贤人之

价值的士人。 赵岐认为，贤人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非常重要：“人君进贤退恶，翔而后集，有世贤臣，称
曰旧国，则四方瞻仰之，以为则矣。”世代修养而成

的贤人是百姓学习效法的榜样。 赵岐又说：“百工

食力，以禄养贤，修仁尚义，国之所尊。 移风易俗，其
功可珍，虽食诸诸侯，不为素餐。”也就是说，贤者

能够带动臣民修行仁义道德，具有移风易俗的重要

作用，其功德是非常巨大的。 同时，赵岐还用具体的

例子来说明贤人的巨大影响：“伯夷、柳下，变贪厉

薄，千载闻之，犹有感激，谓之圣人，美其德也。”贤

者能够遵守先王之道，道德高尚，能够感化世俗，教
化民众。 这是赵岐尊贤的重要缘由。

正是因为贤人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作用，所
以赵岐认为，即使是古代的贤王也把亲近贤人当作

重要任务： “君子百行， 先务其崇， 是以尧舜亲

贤。”也就是说，有智慧的人把最急需做的事当作

头等大事，仁德的人把亲近贤人当作最急迫的事情。
尧舜是国家政治的典范，这样就把尊贤与政治结合

在一起，所以赵岐明确地说：“国须贤臣，必择忠良，
亲近贵戚，或遭殃祸。 伊发有莘，为殷兴道，故云成

汤立贤无方也。”赵岐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贤人

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运用具体例子揭示了贤人对

国家繁荣昌盛的巨大意义，并以盛业之君成汤来说

明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 总之，贤
者与国家治理的好坏密切相关。

既然如此，那么对待贤人，就必须举之为上。 赵

岐说：“知贤之道，举之为上，养之为次，不举不养，
贤恶肯归？”把贤人使用在合适的位置，而且尽可

能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不违背他们所学习到的知

识，“任贤使能，不违其学，则功成而不堕。 屈人之

是，从己之非，则人不成道，玉不成圭”。 尊重有德

行的士人，让德行优异、能力出众的人在位在职。
赵岐具有的尊贤意识，深受前人的影响。 《鹖

冠子·道端篇》就这样说：“进贤受上赏。”推荐贤

人给统治者，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 《晏子春秋·
谏下篇》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 夫有贤而不

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也。”不能知贤、用贤是国家的不祥。 《说苑·谈

从》云：“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通义也。”

《汉书·武帝纪》云：“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
古之道也。”这都说明，统治者中的开明人物，都把

尊贤当作头等大事来做。
赵岐认为，尊重贤者，对贤者加以提拔任用，同

时又要待之以礼：“王公友贤，授之以爵。 大圣之

行，千载为法者也。”在注释中说：“大国之君，如
晋平公者也。 亥唐，晋贤人也，隐居陋巷者，平公尝

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

也。 蔬食，粝食也。 不敢不饱，敬贤也。 终于此，平
公但以此礼下之而已。”同时，由于赵岐的尊贤思

想是在阐释《孟子》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因此，赵岐

的尊贤，也要求君主须忘却地位、富贵、权势的优越

感：“王公尊贤，以贵下贱之义也。 乐道忘势，不以

富贵动心之分也。 各崇所尚，则义不亏矣。”推崇

道德和礼义，才是君主尊贤的重要因素。
由于时代因素的不同，赵岐尊贤与孟子有着明

显的差别。 孟子敬贤，有一种强烈的欲平天下、舍我

其谁的独立的个性意识，有为君之师的思想，有和君

主平起平坐的理念，而且有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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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借曾子之口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显示出孟子在道德领

域上的高度自信。 孟子还说：“天下有达尊三：爵
一，齿一，德一。”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

臣。”也就是说，孟子以为，君主若想有所作为，就
必须放下架子，向有才能、有道德的人学习。 而赵岐

则有着对君权的绝对尊重以及为君所用的渴望，他
从不要求与君主平等相处。 即使深受磨难，他也只

是将这种苦难归结到皇帝身边的小人身上，而从来

不怀疑君主的能力、人品和权威，这从他的仕宦经历

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种不同是由他们所生活的时

代决定的。

三、守礼思想

重礼守礼是古人的传统。 孔子曰：“恭而无礼

则劳，慎而无礼则緦，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

绞。”把礼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范畴。 此后的

儒家，更将礼的功能延伸到政治领域，视礼为治国理

政、区别等级、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 如《礼记》说：
“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候鬼神，考制

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这是从礼的功能、
作用、效果等角度阐释礼的重要性。 《韩诗外传》则
用日月之于天、水火之于地来比拟礼义之于人，从而

说明礼对于人及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
“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人者莫

明乎礼义。”“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不白。 故人之

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遗

死。’”把礼看作是国家的生命之所在。
在礼学思想的影响下，在汉代传统的尊礼、重礼

的氛围中，赵岐的礼观念非常明确。 赵岐认为，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诛不义者必须圣贤，礼乐征伐，自
天子出，王道之正也。”赵岐用语坚定，表达出对天

子权威的高度尊重，这是对汉代肆意欺凌削弱皇帝

神圣权威的一种强烈批评。
除了强调天子的绝对权威，赵岐将君主和君子

的守礼看作一切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强调礼，也就

是强调名分，强调正名，这对恢复君臣之间的正常关

系和政治秩序是有意义的。 赵岐释经有着明确的经

世致用的目的，他希望能够运用到现实社会中，为维

护君权效力。 所以，赵岐的释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是赵岐维护君主权威性的表现。
赵岐明确地说：“君子之行，动合礼中，不惑祸

福，修身俟终，尧舜之盛，汤武之隆，不是过也。”赵

岐认为，君子无论是在动静之中，还是在颠沛之时，
都非常看重对礼的遵守和服从，这种行为不受贵贱

祸福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君子修身养性必

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人动

作容仪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正因为如此，赵
岐认为，一切有道德的君子都应该将礼作为重中之

重：“君子居处思义，饮食思礼也。”从仁义和礼的

角度来明确孟子的思想，并认为礼是在最基本的饮

食等活动中都必须遵守的。 可以说，赵岐对君主和

君子的守礼，抱着热切的希望。 这是希望礼能从天

子始，对汉代礼制的混乱之源，表达了委婉的批判。
与孟子相比，赵岐在为人处世上，是缺乏权变精

神的。 他的身上有着孔子以来儒家所倡导的正统的

士人精神。 士志于道，强调具备殉道精神。 曾参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

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人应以道义自重，
时时以道义为念。 如《礼记·儒行》中说：“儒有委

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
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 “其特立有如此者。”这

种以身殉道的精神追求，更多地影响了汉末的党人

们。 就赵岐的行为及处事方式而言，颇类似于王逸

在《楚辞章句叙》中称：“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沉江，比
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耀而名著。”这

是汉末党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 两次党锢之祸就

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东汉党人坚守节操，对正义

事业具有毫不迟疑的献身精神，赵岐同他们一样执

着，在对待礼的态度上，更加注重礼的规范性和权威

性，类似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周礼。 它是君权政治实

施的手段，绝对遵从礼的规范是第一要务。 在赵岐

心中，其政治意义大于道德意义，道德意义要服从政

治意义。 他说：“圣人制禄，上下差叙，贵有常尊，贱
有等威。 诸侯僭越，灭籍从私，孟子略记，言其大纲，
以答北宫子之问。”赵岐对于天子以下的诸侯以及

相当于诸侯们的那些大小官员的不守礼法、胡作非

为有着切身的感受，他本人就深受其害。 这与他强

调礼的规范性、权威性而缺乏权变精神密切相关。

四、尊君思想

汉末皇权旁落，汉末士人对君权的认识具有明

显的时代特征。 如赵岐认为，君主必须具有一定的

威严。 在“孟子见梁襄王”一节的注释中，将“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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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人君”加上“无俨然之威仪”和“无人君操秉之

威”。 这是赵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是树立皇权绝对权威的思想反映。 张栻的《孟子

说》也同意赵岐的解释：“望之不似人君，无可敬之

仪也；就之而不见所畏，无可畏之威也。”

尊君必须认可天子是天下之主。 孟子曰：“人
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赵岐在注释中说：“天下谓天

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也。”孟子的

话，更多是从个人修身的角度谈论自身修养对于家

庭、国家和天下的意义，而赵岐则明确指出天下就是

由天子所主持，而国和家则属于诸侯和卿大夫，这有

着非常清醒的等级观念，特别强调天下由贤能的君

主所主，反映出赵岐明确的尊君意识，这是汉代君权

旁落、小人当政之现实在赵岐头脑中的反映，具有强

烈的时代要求。
以正确的思想来引导和影响君主是真正的尊

君。 孟子曾经谈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赵岐则明确地说： “以道匡君，非礼不运，称大丈

夫。”也就是说，以正确的道路引导君主，用正义来

匡正君主的不正确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相

反，对那些逢君之恶的小人，赵岐则严加痛斥：“君
有恶命”，“君之恶心未发，臣以谄媚逢迎而导君为

非，故曰罪大”。这表明赵岐对专权跋扈、助长逢迎

君主之恶心的政治小人强烈不满。
尊君，就必须遵从天子的权威，一切政令皆出于

天子，对那些政出诸侯甚至大夫的行为，赵岐非常不

满。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对此，赵岐说：
“《春秋》拨乱，时多争战，事实违礼，以文反正，征伐

诛讨，不自王命，故曰无义战也。”赵岐认为，政令

出于天子，是礼制的要求，因此他明确地将之与礼联

系在一起，这颇能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故焦循解释

说：“虽承桀纣幽厉，实指后羿、新莽之流。 盖是时

曹操俨然无人臣之节，赵氏属意荆州，此数语实指曹

而言。”焦循的解读很好地揭示了赵岐鲜明的政治

态度。
赵岐的尊君思想，虽然是在解释《孟子》时表达

出来的，但是与孟子是有一定差别的。 如孟子强调

君主的权威，但是他更强调士人的独立性和士人与

君主地位的平等性。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臣子对君主的责任是无条

件、无边界的。 《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称：
“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

也。’三谏不从，遂去之。 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

义。”君臣之间有离合之义，义则合，无义则逃。 而

正是在这或合或离的选择上，士大夫的独立性得以

彰显。 即使是孔子，也重视相对的人格独立。 孔子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孔子看

来，即使是最底层的士人，也应该有自己的节操，而
这个节操是必须坚持的，是任何外力都不能夺走的。
孔子要求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

仁”，这是一种非常高大的道德修养境界。 作为儒

家的继承者，孟子的尊君就明显体现了臣子的独立

人格，而且这种独立性比孔子更加强烈：“志士不忘

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保持高尚的节操和人

格的独立性，是有志之士永远不会忘记的道德修养。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认为任何外力因

素都不能改变士人的节操，这是孟子一贯坚持的思

想，体现了豪杰在人格上的独立和觉醒。 它使士人

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淡定，从而有

效控制自身的心理状态。 正是因为士人将道德操守

看得重于生命，所以在孔孟特别是孟子的心目中，君
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付出是相互的：“君
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仇。”强调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和互相尊重，
并认为这是和谐共存的前提。

以赵岐为代表的汉代士人们，普遍继承了孔孟

思想中的舍生取义意识，党人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但是他们的义只是为朋友而舍生，为君主

而视死如归，对皇权的依附大为增强，对君主采取绝

对忠诚的态度，甚至不惜为皇权而抛头颅洒热血。
例如赵岐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他依然关心国事：“乃
应司徒胡广之命。 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

举岐，擢拜并州刺史。 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
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灵帝初，复遭党

锢十余岁。”“贼欲胁以为帅，岐诡辞得免，展转还长

安。”他们身上普遍缺乏君臣合则出仕、不遇时则

归隐的随时出处的人生理念，赵岐也不例外。
如果把赵岐和董仲舒作一比较，就更能看出赵

岐尊君意识的特征。 董仲舒极力论证王道政治的内

在合理性，同时也给皇权设置了很多限制，力图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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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无限膨胀的权力。 董仲舒以人的自然属性与

自然之天，以人的心理情感与义理之天所形成天人

相副的状态来构建天人内在的相通性，将外在的天

道秩序转化为内在的王道秩序，为其构造了合理性。
董仲舒出于尊王的需要而宣扬天命王权，又通

过宣扬天人谴告来限制王权的滥用。 董仲舒时代是

一个普遍敬畏天命的时代，董仲舒认为：“天之生

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故其德足以安乐

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就

是说，上天对于王权的受授与否、降灾还是布祥，都
是由人间的政治得失、社会的治乱兴衰所决定的。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
既可以使民众畏惧而服从于君王的统治，又可以使

君王畏惧而服从于上天的意志。
而赵岐则很少提及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因为当

时的君主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可供限制了。 赵岐本人

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形势决定了赵

岐的政治思想，并由此导致了这些差异。
由以上论述可知，汉末士人的政治观，尤其是赵

岐的政治思想，有着汉末政治环境发展的时代烙印，
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性

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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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Ｚｈａｏ Ｑｉ ｗａ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ｏ ｈａｄ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ｅ ｍａｄｅ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Ｈｅ ｗ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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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政治思想与汉末士人的政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