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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群众史观
对民本思想的传承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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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基本方略是新时代党的群众史观的集中概括， 蕴含着对中

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和超越。 从社会地位来说， “人民就是江山” 传承了 “民惟邦本” 的思想；

从历史作用来说，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发展了 “民无不为本” 的观念； 从工作路线来说，

坚持党的根本立场、 宗旨使命和群众路线， 创新和改造了 “以百姓之心为心” 的价值理念； 从施政

纲领来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彰显了对 “君行仁政” 观念的超越。 新时代党的群众

史观包含的基本要素， 是贯彻 “两个结合” 的创新理论成果， 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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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基本方略①， 包含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主体地

位、 党的性质宗旨、 群众路线、 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等基本内容。 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史观的

集中概括，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创性成果， 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 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 古代圣贤从国家构成角度， 阐述了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 《尚书·五子之歌》 ） 的国家观， 总结了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程颐 《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

皇帝疏》 ） 的施政观， 概括了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 ） 的价值观， 强调了

“修己以安百姓” （ 《论语·宪问》 ） 的道德观等， 积淀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 剔除其阶级压迫的内核， 坚持人民至

上的根本立场， 强调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的主体地位，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肯

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作用， 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彻和执行群众路线的根本

方法， 用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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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究”
（２２ＢＫＳ０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必须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５ 页。



一、 “民惟邦本” 和 “人民就是江山”

人通过劳动认识和改造自然， 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性。 社会是

人类的社会， 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毛泽东说： “当作人的特点、 特性、 特征， 只是一个人的

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 自然性、 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① 这种观点坚持了唯物论和一元

论。 古代先哲从天地人关系的角度， 思考人在自然、 社会中的地位， 凸显了民众在社会结构中的地

位。 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传承和改造 “民惟邦本” “民贵君轻” 等观念， 坚持 “人民至上”
的根本立场， 阐释了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思想， 坚持 “人民就是江山” 的主体地位， 强调人民是

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厚植了中华文化基础。
１． “民贵君轻” 和 “赤子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民贵君轻、 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 中的精华，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

容②。 古代先哲在思考治理国家问题时积累了丰富的民本思想。 在国与民关系上， 《尚书》 中说： “皇
祖有训， 民可近， 不可下，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 《尚书·五子之歌》 ） 《淮南子》 中说： “食者民

之本也， 民者国之本也， 国者君之本也。” （ 《淮南子·主术训》 ） 这是说， 民以食为本， 国以民为本，
君以国为本， 则邦以民为本。 在君与民关系上， 提出 “民贵君轻” 的观点。 孟子说： “民为贵， 社稷次

之， 君为轻。” （ 《孟子·尽心下》 ） 在民与君国关系上， 民安则国安， 国安则君安。 管子说： “是故国

之所以为国者， 民体以为国。 君之所以为君者， 赏罚以为君。” （ 《管子·君臣下》 ）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居于统治地位， 这为批判地吸收传统民本思想

提供了政治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

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③。 他经常引用 “民惟邦本， 本固邦

宁” 等观念， 强调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比如，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他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

调： “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才能安定有序， 正所谓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④

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 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的儿子。 习近平在福建工

作时期就引述 “善为国者， 爱民如父母之爱子、 兄之爱弟， 闻其饥寒为之哀， 见其劳苦为之悲”，
强调党的性质决定了干部是人民公仆，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

量源泉，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

出： “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 增强公仆意识， 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 感情上贴近群众， 保

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⑥

共产党人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就要坚持为人民执政， 做人民的勤务员。 古代圣贤提出 “修
己以安百姓” 的理念。 《论语》 中记载， 子路问君子。 子曰： “修己以敬。”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犹病诸！”
（ 《论语·宪问》 ） 中国共产党扬弃和改造 “修己以安人” 的理念， 坚持党的性质、 立场、 宗旨、
使命， 强调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体现了对修齐治平抱负的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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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党员干部要 “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 共

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①。 “为什么人、 靠什么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

石。”② 执政党和人民的这种关系为坚持群众史观提供了政治前提。
２． “黎元为本” 和 “强党兴国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剔除民本思想中的等级含义， 阐释了政党和人民

的社会地位， 强调人民是政党之本、 国家之基。
第一， “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③ 列宁指出： “我们力量的主要泉源

在于工人很自觉， 很英勇， 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④ 中国共产党的 “两个先锋队” 性

质， 决定了党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 服务人民； 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党的

最大优势在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党的最大危险在于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 引用 “天地之大， 黎元为本”
（唐代房玄龄等著 《晋书·帝纪·制曰》 ）， 强调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⑤。

第二， 人民是共和国的根基。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来看，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是统

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机器。 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控制奴隶的机器， 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而新中国是人民共和国。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是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政党是为人民执政的政党； 各级政府是 “人民”
政府， 各级机关是 “人民” 机关， 军队是 “人民解放军”， 党政干部是 “人民的公仆”。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说： “ ‘国以民为本， 社稷亦为民而立。’ 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 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把赢得民心民意、 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⑥

第三， 人民群众是强党兴国的根本。 列宁指出：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 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

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 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⑦ 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最深厚的底气和最强大

的力量， 是人民共和国的最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是我们强

党兴国的根本所在。”⑧ 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政党。 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深厚基础。 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的根基， 这是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华和中国革命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３． “得民心者得天下” 和 “人民就是江山”
古代圣贤借用立君为民、 载舟覆舟、 天下民心等论断， 探讨社稷、 君王和人民的关系， 为中国

共产党确立国家、 政党和人民的社会定位提供了历史启示。
第一， 坚持 “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 的党群关系。 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 毛泽东

说：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 应该是民众的朋友， 而不是民众的上司， 是诲人不倦的教师， 而不

是官僚主义的政客。”⑨ 孔子说： “民以君为心， 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 亦以体伤。 君以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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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民亡” （ 《礼记·缁衣》 ）。 唐太宗根据 “可爱非君， 可畏非民” （ 《尚书·大禹谟》 ）， 认为

“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 （ 《贞观政要·政体》 ）。 习近平在

浙江工作期间就指出， 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人民是党员干部的主人。 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

颠倒。 他强调： “是否牢记主仆关系、 践行执政宗旨， 是否做到心系群众、 服务人民， 是否恪守为

民之责、 履行为民之职， 始终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作风是否端

正的试金石。”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我们要永葆

蓬勃朝气， 永远做人民公仆、 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②

第二， 坚持党舟民水的舟水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不是由领袖决定的， 而

是由劳动人民决定的。 毛泽东指出：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 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 社会主义制

度就不可能建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 也不可能巩固。”③ 古代圣贤也有 “鱼水关系” “龙水关

系” 等观点。 管子提出 “君龙民水” 论。 他说： “人主， 天下之有威者也。 得民则威立， 失民则威

废。 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 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 （ 《管子·形势解》 ） 荀子赞同 “君舟民

水” 论， 认为： “君者， 舟也； 庶人者， 水也。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此之谓也” （ 《荀子·王

制》 ）。 中国共产党剔除阶级对立和压迫的内涵， 提取了其中有价值的合理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上说： “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 任何时候

都不能忘却。”④ 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 党员干部就会成为无水之龙。 必须始终保持党群之间的血肉

联系， 党和国家才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三， 坚持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理念。 毛泽东说， 革命胜利以后， 党的任务是 “强化人民的

国家机器， 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 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

益”⑤。 民众是国家之本、 社会之基。 只有培根固本， 才能本固邦宁， 长治久安。 管子说： “夫为国

之本， 得天之时而为轻， 得人之心而为纪。” （ 《管子·禁藏》 ） 孟子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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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尔也。” （ 《孟子·离娄上》 ） 中国共产党扬弃这些理念， 提

出 “人民就是江山” 的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说： “得民心

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⑥ 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⑦

承认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 古代 “民惟邦本”
强调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位置定位， 而 “人民江山” 则强调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主体定位。 从 “民贵

君轻” 到 “赤子之心”， 从 “国以民为本” 到 “强党兴国的根本”， 从 “民心天下” 到 “人民江

山”，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扬弃， 体现了古代民本观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群众

观的契合性， 这为牢固树立群众史观厚植了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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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无不为本” 和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决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重视人民群众的历

史主动性。 “民惟邦本” 的本体论， 决定了 “民无不为本” 的功能论； 而 “民无不为本” 的功能论，
决定了 “立君为民” 的目的论。 中国古代 “民无不为本” 的理念， 为坚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 的作用论提供了历史资源， 为树立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的主体论提供了思想借鉴， 为坚持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的宗旨论提供了借鉴启示。
１． “民无不为本” 和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分野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
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也蕴含着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传承和改造。
从社会生产来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 劳动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 “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

层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 社会就不能生存。”② 民众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创造者， 这与

“国以民为本， 民以衣食为本， 衣食以农桑为本” （ 《元史·食货志》 ） 的观点是相通的。 民众创造

的生活资料是国家和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 从政治关系来看， 毛泽东说： “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
包括工业、 农业、 商业、 文化教育等等工作， 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 而是非党员做的。 所以，
要好好团结群众，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③ 这与中国古代 “民无不为本” 的观点是相通

的。 民众在国家、 政治、 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 国

以为本， 君以为本， 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 君以民为威侮， 吏以民为贵贱。 此之谓民无不为

本也。” （ 《新书·大政上》 ） 贾谊 “民无不为本” 的论述， 包含 “民无不为本” “民无不为命”
“民无不为功” “民无不为力” 等观点。 国家的根本、 国家的力量、 战争的胜败， 都以民为本。 这些

观念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 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

的支柱， 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 它的劳动是我们全部 ‘文化’ 的基石。”④ 这确定了劳动阶级

对创造社会文明、 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清朝唐甄说： “国无民， 岂有四政！ 封疆， 民固之； 府库，
民充之； 朝廷， 民尊之； 官职， 民养之， 奈何见政不见民也。” （唐甄 《潜书·明鉴》 ） 这强调了民

众在固边守疆、 富国强兵、 朝政通明中的意义， 全方位说明了劳动人民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 进入

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 “剧中人”，
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波澜壮阔

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历久弥新的中华民

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

出来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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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根本力量。”① 这个论断也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国以民为本” 的理念。 正如贾谊所说的

“国以民为业” “国以民为力”， 强调了民众是国家功业中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是领

导人民创造伟业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 能

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②

２． “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 和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工人阶级政党是群众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党。 毛泽东指出：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 他们的领导

者。”③ 邓小平也说：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 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

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④ 这为牢固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提供

了理论基础， 也为批判继承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 如前所述， 国家、 国力、 国业、 国运

皆是以民为根基， 那么立国即为立民， 而立党也是为了立国立民。 古代圣贤这种 “立君为民” “立
天子以为天下” 的观念， 为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提供了历史借鉴。

古代圣贤提出 “立君为民” 的观念。 荀子说： “天之生民， 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
（ 《荀子·大略》 ） 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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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 《孟子·万章上》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继承和改造 “立君为民” 的观念， 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理念。 第一， 中国共产党是工

人阶级的政党。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是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者不是阶级剥削和

阶级压迫关系。 这是对 “天下者， 天下之天下” 观念的传承和改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密

切联系群众。”⑤ 第二，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反映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 宗旨和使命。 习近平在

浙江工作期间就告诫干部当好人民的公仆， “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 真正做到立党为

公、 执政为民，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⑥。 第三，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强调：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与人民休

戚与共、 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

权阶层的利益。”⑦ 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 坚持根本

宗旨， 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这是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的自觉担当。 第四， 中国共产党是知行合一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

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投身 “四个伟大” 实践，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伟业之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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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得天下之众者王” 和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 管子说： “夫争天下者， 必先争人。 明大数者得人， 审小计者失人。 得天

下之众者王， 得其半者霸。” （ 《管子·霸言》 ） 国家政权的安危治乱成败， 取决于民众是否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的显著标志。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始终保持血肉联系， 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

保证， 正所谓 ‘得众则得国， 失众则失国’。”① 我们党如果没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将会陷入

“塔西佗陷阱”， 也将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 中国共产党要珍惜人民赋予的权

力， 让人民监督权力，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②。 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群众路线。
如何认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 是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的本质区别。 古代圣贤提出 “民

无不为本” 的理念， 为坚持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的观点提供了历史依据。 从 “立君为民” 到

“立党为公”， 从 “国以民为本” 到 “兵民是胜利之本”， 从 “得天下之众者王” 到 “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 体现了党对古代圣贤关于民众作用理念的扬弃和传承， 这为党的群众史观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 “以百姓心为心” 和 “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必须坚持党的宗旨， 贯彻群众路线。 群众

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 邓小平指出： “群众

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③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群众路线是

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④ 中国共产党秉

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执政观，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解决好 “为了

谁、 依靠谁、 我是谁” 的问题， 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１． “以百姓心为心” 和 “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是坚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逻辑延伸。 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 “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

根本使命，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

业。”⑤ 这些思想蕴含着对古代圣贤 “以百姓心为心” 观念的传承和改造。
古代圣贤提出 “以百姓心为心” 的观念。 老子说：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 吾善

之； 不善者， 吾亦善之， 德善。 信者， 吾信之； 不信者， 吾亦信之， 德信。” （ 《道德经》 第四十九

章） 魏徵说： “自古有道之主， 以百姓之心为心， 故君处台榭， 则欲民有栋宇之安； 食膏梁， 则欲

民无饥寒之患。” （ 《贞观政要·直谏》 ） 这要求把百姓生活幸福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

古代 “以百姓心为心” 的观念， 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根本立场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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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列宁指出： “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 我

们才能管理。 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 整个机器就要散

架。”① 毛泽东说： “我们是共产党， 是要帮助人民的。 如果不帮助人民， 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没有人民就会垮台。”②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强调， 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是群众。 “治政之要在

于安民， 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只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百姓之心为心”， 就会吸引和凝

聚起千百万大众， 还愁什么社会不稳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中， 引用 “以百姓心为心”， 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④。 坚持人民立场， 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唐太

宗的话， 即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 （ 《贞观政要·君

道》 ）， 强调古代统治者尚能认识到存养百姓的重要性， 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坚持党的根本宗旨， 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团结带领人民续写改革新篇章⑤。
２． “君以恤民为本” 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的阶级性质和根本立场， 决定着党的根本宗旨。 邓小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 只有两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

高准绳。”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引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

所废在逆民心”， 强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我们

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⑦。 党的宗旨体现了对 “君以恤民为本” 理念的传承和改造。
古代圣贤有爱民亲民富民教民的理念。 君爱民则民亲君， 君仇民则民疏君。 《大学》 中说： “ 《诗》

云： ‘乐只君子， 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 此之谓民之父母。” 管子提出 “莅民如

父母” 的观点。 他说： “莅民如父母， 则民亲爱之。 道之纯厚， 遇之有实， 虽不言曰吾亲民， 而民亲

矣。 莅民如仇雠， 则民疏之。 道之不厚， 遇之无实， 诈伪并起， 虽言曰吾亲民， 民不亲也。” （《管子·
形势解》 ） 东汉王符提出 “君以恤民为本” 的观点。 他说： “天以民为心， 民安乐则天心顺， 民愁苦

则天心逆。 民以君为统， 君政善则民和治， 君政恶则民冤乱。 君以恤民为本， 臣忠良则君政善， 臣奸

枉则君政恶。” （ 《潜夫论·本政》 ）
中国共产党继承为政安民的思想， 强调践行党的宗旨，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习近平在 《心无百

姓莫为 “官” 》 一文中， 引用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郑板桥 “些小吴曹州

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于谦 “但愿苍生俱温

饱， 不辞辛苦出深林”， 警示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 真心为群众

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⑧。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讲话中， 引用 “与天下同利者， 天下持之； 擅天下之利者， 天下谋之” （ 《管子·版法解》 ）， 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的理念， 要求 “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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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
坚持党的宗旨， 就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感情。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五种为

人民服务的崇高感情。 一是学习邓小平的情怀感。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

和人民”。 二是学习雷锋的幸福感。 “什么是幸福？ 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幸福”。 三是学习孔繁森的

境界感。 “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 四是学习郑培民的责任感。 坚持 “做官先做人， 万事民为

先” 的行为准则。 五是学习钱学森的光荣感。 把群众的口碑作为无上的光荣。 这样才能解决好 “相
信谁、 依靠谁、 为了谁” 的根本政治问题， 为人民掌好权、 用好权②。 群众路线体现着 “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基本原理。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坚持党的根本立场和宗旨不能忘， 坚持群

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３． “万人之聚无废功” 和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是党战胜一切困难， 争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毛

泽东指出： “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 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③ 我们党要相信和依

靠群众， 宣传、 教育、 动员和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不断巩固全国人民大团结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人民群众是党的政治生命。 人民群众是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的讲话中， 引用 “能用众力， 则无敌于天下矣； 能用众智， 则无畏于圣人矣” （陈寿 《三国志·吴

书·吴主传》 裴松之注引 《江表传》 ）， 强调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 更

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④。
团结奋斗是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淮南子》 中说： “夫举重鼎者， 力少而不能胜也， 及至

其移徙之， 不待其多力者。 故千人之群无绝梁， 万人之聚无废功。” （ 《淮南子·主术训》 ） 邓小平

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

利益的奋斗纲领。 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叫做万众一心。”⑤ 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时的讲话中， 引用 “大鹏之动， 非一羽之轻也； 骐骥之速， 非一足

之力也” （王符 《潜夫论·释难》 ）， 强调中国要飞得高、 跑得快， 就得汇集 １４ 亿人民的磅礴力

量⑥。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 我们党必

须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坚持党的根本宗旨，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把中国人民凝聚成为推动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磅礴力量。

四、 “君行仁政” 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党的根本立场，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体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 必然要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 性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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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初心使命， 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①， 也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
１． “仁者无敌” 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仁政爱民是古代圣贤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中国共产党站在劳动阶级立场上， 强调工人阶级政

党实行仁政， 是对劳动人民实行仁政。 毛泽东指出： “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 而不施于人民

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② 古代仁政思想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策选择， 具有可供借鉴的

成分。 《论语》 中记载： 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 （ 《论语·颜渊》 ） 这表达了仁者爱人的理念。 孟

子提出 “仁者无敌” （ 《孟子·梁惠王上》 ） 的观点。 施仁政而得天下， 背仁政而失天下。 司马光提出

“仁政安国” 论。 他说： “夫为国家者， 任官以才， 立政以礼， 怀民以仁， 交邻以信； 是以官得其人，
政得其节， 百姓怀其德， 四邻亲其义。 夫如是， 则国家安如磐石。” （司马光 《资治通鉴·秦纪二》 ）
这是说， 君治国家， 任人唯才， 依礼施政， 仁政爱民， 睦邻和信， 则国家安如磐石。

“仁政安国” 理念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借鉴意义。 邓小平指出， 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领导人民群众， 是因为 “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 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
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是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朝着共同富裕前进作为经济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扶贫开发工作时说， 党领导的反贫困工作， 巩固了党的

执政基础， 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他引用 “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

乐”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原臣》 ）， 强调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 而只有做到

为民造福， 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④。
２． “政之所兴在顺人心” 和 “我们的奋斗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⑤ 中国人民期盼有

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

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党的责任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

要，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个施政思路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管子说： “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 《管子·牧民》 ） 程颐说： “为政之

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为本。” （程颐 《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疏》 ） 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强调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 警告

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说： “坚持群众路线， 就要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⑥ 他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 ６５ 周年大会上， 再次引用这句话后， 强调 “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 其前途命运最终

取决于人心向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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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主张： “民恶忧劳， 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 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
我生育之。” （ 《管子·牧民》 ） 《淮南子》 中说： “治国有常， 而利民为本； 政教有经， 而令行为

上。” （ 《淮南子·氾论训》 ） 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启示， 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治国有常， 利民为本。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

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① 党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 坚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的问题， 让群众真正享有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３． “为政裕民” 和 “共同富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着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党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

党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②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理想。 《礼记·礼运》
描绘了 “小康” 和 “大同” 社会的状态。 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实现社会共

享、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共同富裕的目标， 蕴含 “等贵贱、 均贫富” 的理念， 反映着党的性质

和宗旨，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惠民利民、 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③。 古代圣贤在富民惠

民方面积累许多历史智慧。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 管仲说： “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

也， 民贫则难治也 …… 故治国常富， 而乱国必贫。 是以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 然后治之。”
（ 《管子·治国》 ） 《淮南子》 中说： “为治之本， 务在于安民。 安民之本， 在于足用。” （ 《淮南子·
诠言训》 ） 荀子提出 “节用裕民” 的政策。 他说： “足国之道， 节用裕民， 而善臧其余。 节用以礼，
裕民以政……故知节用裕民， 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 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 （ 《荀子·富国》 ）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民、 富民、 保民、 顺民的思想， 把党的宗旨和群众

需求结合起来， 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 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 强调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 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④

４． “国人皆曰可” 和 “人民是阅卷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要坚持以民心向背作为判断得失的标准。 毛泽东指出： “共

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⑤ 党制订的政策措施是否合理， 需要群众实践的检验。 古代圣贤也重视劳动群众在政策评判

中的取向问题。 王充说：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 知经误者在诸子。” （王充 《论衡》 ）
孟子说： “国君进贤， 如不得已， 将使卑逾尊， 疏输戚， 可不慎与？ 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 诸大夫

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 见贤焉， 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 勿听； 诸大夫皆曰

不可， 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察之， 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 （ 《孟子·梁惠王下》 ） 选贤任能、
是非判断、 赏罚奖惩， 都要关照民众的态度。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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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引用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 强调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 都要

深入群众开展工作，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主动请群众评判， 监督党员、 干部实

施整改， 形成党内外良性互动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引用

“知政失者在草野”， 强调 “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 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

评判。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要坚持以人民利益和意愿作为评价工作的标准。 党的工作做得

好不好， 有一个根本尺度， 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答应不

答应。 检验党的工作的成效， 最终要看人民是否得到实惠， 人民生活是否得到改善， “这是坚持立党为

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站稳人民立

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践行党的宗旨， 代表人民利益，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

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④，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让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时代是出卷人， 党是答

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 党能否交出合格的答卷， 只能由人民来判断、 由历史来检验。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 时代局限和社会局限，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和方法对其进行改造， 使 “民本” 观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华丰富了新时代党的群众史观。 党的性质宗旨、 初心和使命、 路线政策， 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的相通性。 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的群众史观是 “两个结合” 的创新成果，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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