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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法自然”是道家政治哲学基本主旨。
道家强调因任自然，遵循客观规律。
在“治国平天下”的“治道”上，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道家均注熏和谐的
功能。
道家的公正观强调必须以认识道为基础，没有对客观规律（“道”）的把握，很难作到公正；因面，
公正，亦即要把遵循大道、自然以行的法则应用于政事之上。
从民主原则或民主精神的层面上，道家学说与现代民主理论具有多方面的融通性。
道家民主观作为一种心灵需要，体现了“为所当为”的自觉。
民主推崇平凡性，与道家强凋众物的平凡性具有极大的通融性。
同时，道家讲求道性平等是以尊重差别性为前提的，这与现代民主理论中平等与差异相统一的要求相
一致。
在道家政治哲学中，制度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功利性的效率，道家关注当下生活，把人放在与天地万
物等量齐观的自然状态中。
道家强凋的秩序是字宙内在生发秩序，丽天道均衡是人世秩序内生动力。
就其“执⋯而御众”的政府职能思想而言，道家对于政府职能的看法，亦颇近似于现代政府职能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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