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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违约与先秦社会的政治变迁》以道德违约作为基本的变量，考察中国先秦社会及其政治变
迁，探索社会历史发展之谜，对中国先秦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并以此阐述了社会
友善性以及社会公共性的均衡，对促进社会善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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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道德违约的防范及其政治主张 周朝社会注重礼法政治，或者礼法的政治化，等级森严是它的
重要特征，并且因此赋予了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
但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确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和其利益最大化，因此制度本身就含有不少道
德违约问题。
这对人们的社会友善倾向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而且会使其遭到遮蔽和破坏，进而持续消解。
而当时君主政治世卿化以及普遍的道德违约问题，实际上都是周朝礼法政治导致的结果。
所以，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38章》）《道德经》把“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法则，认为君主和帝王都要服膺于它，从而否定
了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
在《道德经》的论述中，道是最为尊贵的东西。
虽然人有圣人、侯王、君子、百姓，有善人和不善人，有贫有富有贵，但老子并不强调贵贱之分。
因为贵贱是随着政治和政府的产生而产生的观念，初民社会时人们并无贵贱之分。
所以，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可谓老子道德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
如何防范道德违约，维护人们的社会友善倾向，促进社会善治，《道德经》的上述思想中已经有了隐
含的思考，但以下几条表述更为明确、意思更为明显。
（一）法治主张 法治并不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优势，但《道德经》中多少已经有了寻求法治的思考
，如：“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79章》）简言之，就是要“以正治国”（《57章》），健全社会法制，提高社会法治水平，尽
量降低调整不同个体和群体利益时人治因素的影响，以减少乃至消除道德违约，实现社会的公平、公
正，促进社会善治。
上面提到“左契”，在古代中国，达成契约之后，把契约文书剖为两半，一方持左边的一半，另一方
持右边的一半，作为达成契约的凭据。
这样，如果执行契约时发生争执，就可以根据约定，判断谁违约，进而判断权益归属。
所以，所谓的“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实际上就是倡导提高社会法治水平，促进社会善治。
“彻”是周朝井田制安排公田的方法，原则上每块井田900亩，另行安排公田100亩，由耕作井田的农
户耕作，作为耕种井田的地租。
问题是，耕地是官方主导划分的，实际执行起来，有不少可操作的空间，况且还存在土地质量不等等
问题。
所以，道德与法治相结合，对于维护人们的社会友善倾向、促进社会善治有着独特的作用。
（二）反对政治过度扩张 既然认为国家是社会公器，老子反对政治过度扩张，也就不难理解了。
老子要求统治者“去甚，去奢，去泰”（《29章》），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反对政府和政治过度扩
张，限制统治者和政府的权力，反对奢侈浪费、过度作为或者胡乱作为。
政治过度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病，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58章》）。
由于国家规模庞大，统治者又有患其“有身”（《13章》）的自利性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需求，结果
就是：“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75章》）社会善治，并不是说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越好。
政府虽然有政治行动力与执行力优势，但受自身经济价值特征的制约，在缺乏社会绩效时，只会适得
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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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老子主张限制统治者和政府的政治过度扩张，对于降低政治上的道德违约，提高社会善治水平
，自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
在老子看来，所谓政治，就是“善有果而已”（《30章》）。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把是否有较好的社会绩效作为政府行为和活动的根本依据，否则就难免陷入
道德违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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