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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对殷商天命观的变革与德治理念的奠基，使其“革殷之命”的政治实践与“封殷之治”的政

治布局在中国古代“道德政治”的发展史上具有开端性意义。周人“顺天应人”的政治创制为何能实

现“以小治大”的政治宏图？“以德配天”的政治修德以何把握了“天命靡常”的政治变迁？“再造民心”

的政治探索如何提升了“民欲”“民心”的政治意义？这些重要问题既是理解中国道德政治传统形成

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呈现周人政治哲学理念与政治实践智慧创新的核心问题，更是明晰中国传统政

治哲学深沉精神追求的前提性问题。总体而言，周人的“天命”观念虽然依然带有殷商政治的神学

遗迹，但是周人将“德”置于政治理念与实践核心位置的政治努力，使周人革新了天命的内涵，淡化

了“天命”的神学内涵，突破了“天命”的族群局限，形成了周人的“天命政治”。周人在政治意义上革

新“天命”，创制了以“德治”为核心内涵的天命政治。所以，周人在革新“天命”观念的基础上“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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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周人变革了夏商以来的天命政治神学，开创了中国“道德政治”的传统。周人政治哲学在革

除夏商“天命”观念神学内涵的同时，将民心、民欲与民情上升为与“天命”齐观的形上层面，形成了“天”与

“民”互释的“德治”理念。总体而言，周人“顺天应人”的政治创制，实现了“以小治大”的政治宏图；“以德配

天”的政治修德，把握了“天命靡常”的政治变迁；“再造民心”的政治探索，提升了“民欲”“民心”的政治意

义。把握周人的“天命”观念与“德治”理念，既是呈现周人政治哲学原像的理论探析，更是开显中国“道德政

治”的思想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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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人”以此实现了现实治理的“以小治大”；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周人更是不时地警醒自己“天命

靡常”，创建了“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而且，周人更将对“天命”的创新性理解具体化为“敬天保

民”，以“再造民心”的方式践行着“德治”的政治理念。

一、“顺天应人”与“以小治大”

天命移周与庶民欲求，是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及周朝立政的合理性根据。虽有天命移周乃

“太姒之梦”的说法，但是却无法否认文王修德爱民与周公治武齐政是天命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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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助于“民欲”的现实性与“民情”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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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诰》）因此，如何使天命所归化为民心所向，就

不取决于天命之神秘，而取决于君王德政之显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召诰》）

周人反思了夏商以来“有命在天”的政治独断，洞见了殷商依赖“赏”“戮”而持天命的政治后果，

提出了“受命于天”的政治判断。周伐商以小胜大的奇迹，使周人不敢言“有命在天”，亦不能从血

缘的角度来宣扬自己能够承继天命，只能言“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德。厥德不

回，以受方国”（《诗经·大明》）。但是，周人相信“以下犯上”的伐殷之举乃因文王敬德而“受命于

天”，合情合理。天命移周是上天的旨意。虽然商纣因血缘可以自然宣称“有命在天”，但是“赏”

“戮”以行“天命”的政治行为产生了天命移周的政治后果。“有命在天”的政治独断，使商纣沉溺于

“天父”庇佑的政治想象，失却了反思政治现实的主动意识与纠正政治行为的现实行动。商纣“惟不

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商纣失去天命与文王“受命于天”，使周人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政治

合理性的“天命”实为“靡常”，而非“恒常”。当然，周人提出“天命靡常”既有为周戈殷命、周代殷治

辩护的现实考虑，也是对文王之德的政治颂扬。对于伐商，武王宣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牧誓》）对于四方来朝，周人明示：“上帝既命，候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

王》）周人在反对殷人“天命永固”的过程中，虽然求助于夏商以来以“天命”论证政治合理性的传统，

但却拓展了天命的内涵，以“德”理解天命。

“天命靡常”意味着统治权并非永固，“以德配天”就可获得上天的支持，获得现实的统治权。周

人以此提出了“德”在政权移易与现实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在周人看来，天命有获知政德与君德的

能力和选择政权与君王的权力。从政治认知的角度，天与民之间的内通使天可以达知政德与君

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商惟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所

以，“天”具有基于政德、君德来选择人君的权力。“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逸，则惟帝降格，向于

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

四方。”（《多士》）如此，既体现了上天选择统治者的权威，也突显了政德与君德在上天选择统治者时

的决定性作用。周人将表征现实政治情势的“德”内置于天命移易的基础位置，使自夏商以来“有命

在天”的“天命政治”从血缘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转而面向时间与空间来考量政治的合理与延绵。

周人“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政治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打破了政权永固的神学政治传统，另一

方面则开创了基于政德、君德寻求政权稳定的政治哲学理路。修君德、正政德成为周人重要的政治

原则，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从上天之绝对与神秘下移到人事之现实与政事之具体。周人对之

毫不隐晦：“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君奭》）以德为准绳的朝

代更替，使“敬德”“惠民”成为周人应对“天命靡常”问题的核心政治手段。“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

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上天永恒

公正的形象在此得到充分表现，君王德性在得到公正之天褒赞的同时更显示统治下民的必然性。

同时，民心的政治判断也得到充分尊重。“天命靡常”“以德配天”观念及现实政治情势，使周人不再

崇信“神性政治”的超验逻辑，而是坚持世俗政治的经验理路。

周人“以德配天”的天命政治，在充分发挥德之现实政治效用的同时，更是将之提升为天命的下

行之路，提升了现实政治的至上性。显而易见的是，周人“以德配天”之德不同于殷人指征事物本性

之“德”，而是道德之德、伦理之德[1]。周人之“德”是关于善恶的伦理判断，是关于政、君行为的一种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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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而非表现某种本质的禁忌体系。“以德配天”其实就是以世俗行为的价值性来表征天的托

付与选择。无论是政治行为之前的祭祀，还是领会天命的占卜，都在警示政、君必须以“德”为旨归，

而非显示上天之绝对性与任意性。由此而完成的“ľ而非显示上ẘ非显示上ẘ非显示上ẘ显示上ẘ旨归

旨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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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爻民。”“怨不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新殷民是上天命

令。“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再次，新民就是要慎法赏刑、遵循法度、再造人伦。民若赤子，赏刑都

在于“惟民其康乂”。要公开律法条陈，祛除君王主观臆断，使民知法、服法。以法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