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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老子》关于国家执政者应当如何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通过对《老子》中“道”
、“德”等八个哲学范畴的解读，阐发了《老子》治国理念的各个层面。
同时，大量引用先秦诸子有关思想作辅助资料，以深化对《老子》执政思想的理解，进而延伸至对中
国古典文化特别是先秦政治文化的整体把握。
《老子执政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当代哲学观念对“道”范畴的全新解读为理论基
础，注重从现实生活的视角解读《老子》思想，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为中国
文化当代化提供思想路径，另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
根基，努力揭示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老子》思想中蕴含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精神及民族文化的核心价
值。
本书由于跃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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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跃江，男，1957年生于湖南长沙。
中共党员，法学博士。
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高级法官。
现任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广州大学公法中心研究员、广东省法学会刑法学会
理事、广东省法学会房地产学会副会长、碧桂园集团法务等职。
著有《犯罪构成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法学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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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本思想的源流“德”的社会意义是氏族，政治意义就是指人民群众。
在氏族社会末期和早期国家历史阶段，我国典籍中的“民”与“姓”是不同的。
“姓”表示整个氏族，有独立政治地位，是自我生存和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体和政治单位。
“民”是指战败被俘的异族人群，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氏族，也就没有独立社会政治地位，只能从属
于战胜者氏族而生存，带有奴隶的性质。
《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于。
以。
时，常。
庸，和）。
”文中的“百姓”，即指尧帝时众多不同姓的氏族，“万邦”是众多方国即氏族部落联盟，“黎民”
即指战败的九黎族俘虏群体。
此文大意是，尧帝领导有方，在其管辖区域内的各姓氏族都得到发展，各地氏族联盟关系融洽，九黎
族的战俘们也因此逐渐变得和善起来。
夏商周时，随着国家的逐渐成型，“民”的概念也逐渐发生性质的转化，渐渐地不但用“民”来指称
本族民众，同时也指行政管辖地域内的其他氏族民众。
最终“民”遂成为在国家政治管理下超越血缘氏族范围的普通民众的代称。
《尚书·盘庚》：“民不适有居。
”《左传·闵公元年》：“天子日兆民。
诸侯日万民。
”商族民众不适应新的居住环境。
天子管辖的叫兆民，诸侯管辖的叫万民。
上述引文《尚书》中的“民”，即指商族普通民众。
《左传》所称的“民”，则是周天子对周朝管辖区域内各氏族全体民众的统称。
因为“德”由本族群的众人组成，也就是由民构成“德”，故无民则“无德”，而“无德”则国家就
必然失去政权基础。
因此“德”是国家之基，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基础。
从理论内容和性质上说，“民”与“德”的区别在于：“德”突出的是人群的血缘氏族性质，“民”
则偏重于人群的社会民众性质。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就是从社会身份和职业领域划分“民”，而没有表示其血缘关系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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