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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与儒家的德政思想实质是以民为本，关心民生是其重点。学界把“近者说，远者来”仅解释为

孔子理想中的国家治理状态，却未能从“近者”“远者”的角度探讨孔子治理愿景的德政实质和人本关怀。结合

孔子和儒家后学的思想，我们发现“近者”“远者”的流动不是单纯的移民问题，也不仅仅是治理效果的表现，其

内在实质和根据是关心民众生存和利益的德政，对远近民众的民生有根本关切。孔子以人为本的德政思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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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德政思想的实质是以民为本，关

心民生是其重点，孔子用“近者说，远者来”［1］137

六个字勾勒了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然而在哲

学界未能充分探讨这句话所包含的思想内涵，

唯方旭东在《“远者来”：关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儒

家智慧》中通过探讨古代中国对待外来移民的

角度挖掘了儒家的政治智慧①。其实，这六个字

体现了孔子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表达了他人本

主义的思想实质，从另一侧面以描述政治理想

图景的方式表达了为政者应当以何为重，应该

以何为目的。

一、“近者说，远者来”释义

“近者说，远者来”出自《论语·子路》：“叶公

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1］137叶公向孔

子询问政事，孔子从百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及

移民的角度间接回答了问题。“近者”即“境内

人”，是直接受国内统治的人群，所以是对国家

政策有最直观、最确切感受的人群。“说”通

“悦”，是愉悦的意思，所以“近者说”指本国国民

的生活幸福、喜悦。“远者”即“境外人”，是邦国

之外，或多或少受到他国间接影响的人群，他们

对他国的认知是有限的、间接的。“来”即慕名而

来，所以“远者来”指他国国民慕名而来。故而

从字面上看，孔子认为在理想的政治治理之下，

境内子民将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愉悦和满意，境

外之人也会慕名而来，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1。在理解孔子这段

话时需要注意，“近者”和“远者”都是孔子回答

叶公之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结合“近者”

和“远者”分析孔子的思想意图。

在这段话中，孔子用“近者”和“远者”回答

问题，说明为政者在治理邦国时，需要考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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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远者”带来的反馈。皇侃疏曰：“言为政

之道，若能使近民欢悦，则远人来至也。江熙

云：‘边国之人，豪气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悦近

以谕之。’”［2］337朱熹注曰：“被其泽则悦，闻其风

则来。然必近者说，而后远者来也。”［3］145皇侃和

朱熹都认为，只有“近者”得到本国为政者的良

好统治，“远者”才会慕名而来。

那么，统治者是否愿意见到“远者来”的情

形？在先秦时期，人口是政治治理中最重要的

部分之一，所以统治者不仅不反感移民涌到自

己国家，反而认为这是对他治理能力的肯定，而

且也为自己国家人口的壮大而高兴。所以，若

想拥有更多人口，除了大力提倡婚姻和生育以

外，也要用良好的治理环境留住本国国民，吸纳

其他国家的流民。以《孟子·梁惠王上》为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

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

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

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

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

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

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

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

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

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

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

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

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

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

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

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4］

梁惠王认为自己尽心治理国家，却不知为

何在别国凶年时不见自己国民人数的增加，也

未见他国国民人数的减少。孟子批评、讽刺梁

惠王为“五十步笑百步”，并说明只有做到令百

姓“养生丧死无憾”的德政，才能实现他的愿

望。由此可见，孟子认为百姓移民时选择去处

的标准，是国家治理环境给自身生活带来的舒

适程度。所以，如果他国国政与本国环境没有

本质区别，他们就不会盲目离开。

尽管“远者来”是为政者乐意见到的事情，

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近者”

生活之幸福安乐，而不是为政者的自我感觉良

好。否则，就算他国发生天灾人祸，百姓也不一

定愿意离开故土。所以，为政者应保障本国百

姓的生活，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口。

二、“近者说，远者来”的德政实质

“近者说，远者来”描述了治理成功的国家

将有什么样的面貌，也从侧面描述了为政之要

在于“人”。“人”是为政者所考虑的第一要素，也

是“为政”目的之所在。实际上，不论“近者”还

是“远者”都是为政者应该关怀的对象，因为“近

者”与“远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远者”很可

能成为“近者”，而“近者”也可能成为“远者”。

所以在国家治理方面，为政者的德政要不分“近

者”与“远者”，推扩“仁”者“爱人”的仁爱与

仁政。

（一）“近者说”是“为政”目的

对为政者而言，百姓不仅是“为政”的目的，

也是反映“为政”成效的标准。孔子回答叶公问

政时，用代表百姓群体的“近者”“远者”来警示，

“为政”不是为了统治者自己，而是为了百姓，只

有不论邦国内外的百姓都对其治理满意，才算

为政有效。所以百姓才是为政者要关心的对

象，百姓的利益才是为政者要守护、争取的利

益。孔子认为政治治理的落脚点不在于军事力

量的强大、国土的辽阔、物质的丰厚，而在于百

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孔子与子贡曾讨论民生话题。《论语·颜渊》

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

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124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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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政事三要素，即食物、兵力、民信，继而

回答了三要素的排序问题。从孔子的回答不

难看出，三要素中民信最为重要，其次是食物，

最后是兵力。这体现出民众对治理者的道德

信任或者统治者如何取信于民，才是为政的首

要价值。

孔子最先主张放弃维持社会秩序的暴力机

制，其原因可从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中窥见一

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

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风，必偃。’”［1］127 孔子明确反对暴力和杀戮，

认为应该用君子之德感化百姓，让百姓效仿君

子之德，从而达到理想的治理。由此可见，孔子

提倡“以德治国”，所以在三要素中最先放弃

“兵”。

而后，孔子将“民信”放到比“食”更重要的

地位，所以放弃的第二要素是“食”。这种价值

取向明显与常识不符，因为不论天子还是百姓，

“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是保证人口稳

定、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原因为“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安国注曰：“死者，古

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2］305皇

侃疏曰：“言人若不食，乃致必死。虽然，自古迄

今虽复皆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与不

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国无信

而国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无

信国立，自古而无。今宁从其有者，故我云去

食也。”［2］305 孔安国认为，生死是古今常道，无人

免于生死，但治理邦国却不能没有民信。皇侃

进一步解释，人不吃饭必然会死，就算吃饭也总

有死的一天，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失去民信的

情况下长期存续，所以孔子认为“民信”比“食”

更重要。孔安国与皇侃的解释还原了孔子的话

语，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若国民都饿死，

那即使这个国家有了“民信”也将会变成空壳，

何来“立”之说。

然而，朱熹解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

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

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

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

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

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

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

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3］135朱熹从人情

的角度解释，认为只有在兵力和食物充足的情

况下才能取信于民，随后又从民德的角度出发，

认为百姓本质上所信的不是兵力和食物，而是

为政者本人，所以为政者应当挺身而出保护自

己的百姓，不能在危急时刻就弃之不顾。显然，

朱熹的解释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常识。他解决

了“兵”“食”与“民信”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

盾，点明“民信”是在满足百姓生活需求的基础

上建立的事实，强调“兵”“食”也是治理国家不

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他解释了百姓所信任的

并非“兵”“食”等事物，而是领导、庇护他们的为

政者的品格和能力。

为政者执政是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他们

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利益冲突，百姓足才能让为

政者足，这一点可从哀公与有若之间的对话窥

见。《论语·颜渊》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

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

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

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125在这段对

话中，朱熹把“用”解为“国用”［3］135，那么哀公所

问之事即是遇到饥荒之年国用不足时应当如

何。“彻”是赋税制度的一种，朱熹解为“大率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3］135。所以它指十

分之一的税率。据皇侃疏：“鲁起宣公而十税

二，至于哀公亦犹十二。赋税既重，民饥国乏，

由于十二也。故有若答云今依旧十一，故云‘何

不彻’也。”［2］307从鲁宣公起，税率从十分之一的

“彻”变成十分之二，所以有若建议应当降低

赋税。

有若认为，只有在百姓富足的情况下，为政

者才会富足，而若百姓不富足，那么为政者也必

定不富足。在鲁哀公看来，为政者与百姓之间

有着利益矛盾，即国用与民富之间是抢夺资源

的关系，所以“国用”不足应当增加赋税，至于百

姓是否富足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有若的回

答化解了这种矛盾，指出为政者的“国用”实际

上是“取之于民”，所以“国用”是否充分并不依

赖税率，而是百姓的富足程度。所以，若为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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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自身富足，就需要先让百姓富足，这才是为

政之道。

对为政者而言，如何让治下的百姓富足、幸

福是他“为政”的目的。换句话讲，“为政”的目

的是令“近者说”。若要保障百姓生活的安全和

稳定，就要有足够的“兵”“食”“信”和合适的税

率，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近者说”的理想状态。

（二）“远者来”的民生引力

对百姓而言，生活安定才是最重要的，而远

走他乡、远离故乡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

以，百姓除非真的面临绝境，无法继续生存下

去，否则不愿意举家逃离早已扎根的家乡。《诗

经》中有不少描述流民悲惨生活的诗篇，如《诗

经·王风·葛藟》中，远离他乡的百姓流落在外求

助不得，孤独自叹：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

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

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

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5］226-227

尽管诗旨多有争议，但最主流的观点是“流

民说”。朱熹如此解释：“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

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言绵绵葛

藟，则在河之浒矣。今乃终远兄弟，而谓他人为

己父。己虽谓彼为父，而彼亦不我顾，则其穷也

甚矣。”［6］71世道衰微，在各种灾害和政治迫害之

下，流民无法在自己的家乡生存，不得不离开故

乡，从此流离失所、无所依靠，故而作此诗自

叹。从诗的描述看，离开故土、远离家族的人在

他国无法得到支持和帮助，因为中国古代社会

多以家族为单位，而孤身前来的流民无法迅速

地与当地居民融在一起，就算“谓他人父”“谓他

人母”“谓他人昆”也无法真正地成为当地人的

子女和兄弟姐妹，仍然要遭受白眼和冷漠。

此外，《诗经·小雅·鸿雁》也描述了流民的

悲惨生活：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

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

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5］557-558

《毛诗》曰：“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

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

所焉。”［7］朱熹曰：“旧说：周室中衰，万民离散，

而宣王能劳来还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

诗。追叙其始而言曰：鸿雁于飞，则肃肃其羽

矣。之子于征，则劬劳于野矣。且其劬劳者，皆

鳏寡可哀怜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见其为宣王

之诗。后三篇放此。”［6］187 毛诗认为此诗是赞美

宣王安顿流离失所的流民的，而朱熹认为这不

是赞美宣王之诗，而是流民自叙劳作辛苦的

诗。尽管有争议，但都表示这篇内容提及了流

民孤独、辛苦的生活。

从上述流民诗可以看到，一旦离开自己的

故乡，到处流浪的百姓不仅无处可归，就算留在

了某地也要加倍劳作、承受孤独和思亲的痛

苦。所以，百姓流亡到其他国家是无可奈何的

举动，成为流民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若有其

他办法，他们必定更愿意待在自己的故乡，努力

撑过艰难时期。所以，为了生计而流亡的百姓

最看重其他邦国是否能给他们提供相对稳定的

生存环境，这是作为“远者”的最根本、最迫切的

需求。

（三）“近”“远”转换的德政根据

“近者”与“远者”的身份没有绝对的区别，

每一位“近者”都有可能因各种遭遇成为去往他

国的“远者”，每一位寻求庇护的“远者”也最终

可能成为“近者”，所以不论是“近者”还是“远

者”，本质上都是为政者治下的普通老百姓。

第一，“近者”有前往他国成为他国之“远

者”的可能性。从百姓的角度看，当为政者做不

到“近者说”时，治下的百姓为了拥有更好的生

活去他国谋生，然而这是为政者最不想看到的

情形。一方面，百姓的离去不利于社会的运转

和发展，因为农作、服劳役、服兵役的百姓将大

大减少，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导致衰

弱甚至灭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离开故乡、另

寻生路的百姓通常十分悲惨，然而顶着这份风

险离开故国，明显表明了为政者的失败。从人

才角度看，如果在本国无法寻找到适合展现自

己的平台，无法正常地为邦国效力、施展自己的

抱负，那么这类人才将前往有更好平台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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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寻找机遇。所以“近者”变“远者”是为政

者绝对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为政者应当采用合

理的举贤才政策，才能尽可能地留住本国贤才，

只有留住本国人才，才能提升本国国力，让邦国

富强。

从反面看，“近者”的流失意味着本国劳动

力和人才的流失，同时也意味着为他国输送劳

动力和人才，从而使强国变得更强，弱国变得更

弱，这对为政者而言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尤其

在礼崩乐坏、诸侯相继称霸的春秋战国时期，普

通百姓和人才之争也是重要的竞争，因此对为

政者而言，留住“近者”且避免让“近者”成为去

往他国的“远者”是非常重要的为政内容之一。

第二，“远者”的到来能为邦国吸纳人口和

重要人才，“远者”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机会成为

“近者”。“远者”是为了生存或发展而到他国寻

求生路的群体，他们在他国生活时，若能得到为

政者的庇护和良好的治理，就很可能选择在异

国扎根和发展，所以“远者”很有可能被吸纳成

“近者”。如孔子的先祖原是宋国贵族，因政治

斗争而投奔鲁国，从此后代就成了鲁国士族②。

所以，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发展，如果在他

国得到好的待遇和生存环境，那么不论是本国

国民还是来自他国的百姓，对为政者而言都是

“近者”。

综上所述，“近者”和“远者”之间没有根本

区别，没有谁是永远的“近者”，也没有谁是永远

的“远者”。换句话讲，异国百姓都是潜在的“近

者”，本国百姓也都是潜在的“远者”，群体身份

之转换主要看为政者是否能令百姓满意。所

以，对为政者而言，他治下的百姓本质上不分

“远”“近”，都是要“说”的对象。所以，为政者应

以满足百姓需求为先，避免“近者”被迫成为“远

者”，保障本国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同时也要

尽可能地接纳“远者”，把“远者”转化为“近者”，

吸引更多的“远者”。

（四）德政必要抚“远”

关于如何安抚百姓，这一点可从孔子弟子

子贡的为政思想中窥见一二。《论语·子张》曰：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

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

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

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1］203其中，对“所谓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刘宝

楠注曰：“孔曰：‘绥，安也。言孔子为政，其立教

则无不立，道之则莫不兴行，安之则远者来至，

动之则莫不和穆。故能生则荣显，死则哀痛。’

正义曰：‘立’者，以礼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谓

‘立人’也。‘道’犹导也，所谓‘达人’也。达者，

通也，行也。‘绥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动

之’者，以礼乐兴动之也。”［8］子贡认为孔子为政

的内容包括“立”“道”“绥”“动”四个方面，其中

刘宝楠认为“立”指“立礼”，“道”即“导”，所以是

“达人”，“绥”指“仁政安集”，“动”指“礼乐兴

动”。

由此可见，为政内容包含了安抚“远者”的

部分。“远者”慕名前来，为政者不应放任不管，

而要出台相关的安抚政策，让“远者”也逐渐转

变成“近者”，让他们成为国力的一部分。因为，

若不能够好好安顿“远者”，最直观的后果是将

会影响本国治安和社会环境，不利于稳定人口

数量和留住人才，进而无法实现快速扩充人口

的愿望。所以，即使是“远者”，为政者也要及时

安顿和安抚。

梁惠王疑惑邻国灾害之年竟然没有流民来

到他的国家，然正如孟子所言，是因为梁惠王之

惑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治理与邻国

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对于邻国百姓而

言，与其去梁惠王那里饱受寄人篱下、举目无亲

的痛楚，还不如继续留在当地，熬过灾害。如果

实在无法留在当地，那也更愿意到本国的其他

地方寻找谋生之路，而不是到其他国家流亡。

因此，若梁惠王的统治真的很好，邻国百姓必定

愿意以远离熟悉的家乡为代价，接受他的统

治。所以，“远者”不“来”实际上是对梁惠王治

理能力的不信任，也表明梁惠王未能得到“远

者”的“民信”。

综上所述，“远者”主要是一群因无法克服

灾难而寻求庇护的群体，故而其以生存环境为

选择的第一要素，所以若不能为他们提供足以

生存下去的友好环境，也就不会有“远者”慕名

而来。若为政者想通过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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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来增加自己邦国的人口，就要先做到安抚好

自己国家的百姓，其次做好流民的安抚工作、提

供人才施展抱负的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接纳其

他国家的百姓和人才，从而促进本国的发展。

三、“近者说，远者来”的人本关怀

从上述论述来看，“近者”与“远者”之间不

存在根本的区别，都是为政者需要以仁心、德政

庇护的百姓。此外，也有部分渴望施展政治理

想抱负的人才前来寻求个人发展的机遇，这种

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常见。所以，“近者”

和“远者”很可能不限于流民，也可能是有才华

的“士”，但不论是“近者”还是“远者”，普通百

姓还是士人，都需要为政者的人本主义关怀。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孔子所言的“近者说，远

者来”。

（一）保障百姓生命存养

本质上，不论“近者”还是“远者”都是为了

生存和发展才选择在某个国家生活，所以生命

存养和生活安康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故而在

孔子看来，发扬人本主义、发扬“爱人”“保民”的

思想是为政者在制定法律法规、制定推广政策

时的落脚点和目的。只有做好了“食”“兵”，才

能拥有“民信”。

在安抚百姓方面，孔子有明显的人本主义

倾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

人，使民以时。’”［1］4 皇侃如此解释“节用而爱

人”：“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

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2］11

对待百姓时，即使国库充盈也不能铺张浪费，尽

管为政者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比百姓高贵，

但也不能因此而轻视百姓，而是要尊重和珍爱

治下的百姓。在解释“使民以时”时，苞氏曰：

“作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也。”［2］11 皇侃疏

曰：“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

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

则兼朝廷也。‘民’是瞑暗之称，使之则唯指黔

黎。”［2］11 古时劳役较多，形式多样，这就导致百

姓无法按照农时从事耕作，常远离故乡服劳役

兵役等而无法与家人团聚。这在客观上影响整

个国家农事的发展和农作物收获，不利于人口

的增加，也不利于国库的充盈；且从百姓的角度

看，不仅无法及时交税、无法存储粮食，在“养生

丧死”方面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所以，为政者应做到“爱人”，优先保障百姓

的生存问题。只有保证了这个根基，“近者”才

会继续安居于自己所在的土地，“远者”也会慕

名而来。

（二）满足“远者”情感需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百姓到天子，都有对

自身出生地，即故土、祖国或者父母之邦，也即

自己的生命之“根”的特殊情感和需求。“家”对

于中国人而言，是最重要、最柔软的部分。从

《诗经·王风·葛藟》中流民以“谓他人父”“谓他

人母”“谓他人昆”等方式寻求帮助和庇护的举

动可以看到，对亲人的渴望、对重建家庭的愿望

是“远者”强烈的需求。通过努力融入当地家

庭，争取成为他人家庭中的一员，仅仅是为了得

到足够的保护和帮助、满足自身情感需求。对

“远者”而言，离开故土是为生存而作的痛苦决

定。所以，安抚“远者”，让“远者”产生归属感，

从而能够与当地人一起安定生活、扎根，这既符

合“远者”的需求，也有利于让“远者”快速转化

为“近者”，对本国之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远道而来的人才的需求不尽相同，庶人或

者农民甚至是商人，他们主要是为了生存和解

决温饱；而对于士人来说，他们更注重为政者的

治国理念是否与自己相符，更在意为政者对贤

才是否足够有诚意，等等。只有为政者与寻求

发展的“士”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才能慧眼识人

而“举贤才”，从而远离小人而“举直错诸枉”，让

“远者”放心付出自己的德才。这是作为“远者”

的贤才归属感的重要来源，故而在吸引人才方

面，为政者应该制定和遵循恰当的人才政策，对

“远者”充分予以理解和信任。

总而言之，即使是流落在他国的百姓，也有

寻找和创造自己“根”的需求，从他国前来的仁

人志士，也需要一个充分信任自己的平台。归

属需要是“远者”的重要需求，只有满足这一点，

才能留住“远者”，使之成为“近者”。

（三）助贤实现人生价值

除了吸引普通劳动力以外，对为政者而言

更重要的是吸引贤才，而这类移民更重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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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否能够得到施展。如何对待寻求个人发

展、施展抱负的人才，则与为政者“举贤才”的政

策直接相关。对于这类贤才而言，被为政者发

现是最急迫的事情，千里马也需要伯乐，而想要

被伯乐发现，就要有能够展现自己才能的平

台。除此以外，也要能够在其他臣子排挤他们

的时候给予他们一定的保护，否则仍然留不住

贤才。只有充分帮助“远者”实现个人价值，才

能长久地留住这类人才。

所以，为政者要帮助贤士实现个人价值，为

他们提供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推出并执行合

理的人才政策。《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

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

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

舍诸？’”［1］131仲弓作为季氏之“宰”，向孔子提问

如何为政。关于“宰”，朱熹解释“宰兼众职”［3］142，

所以孔子的回答有三个方面：“先有司”“赦小

过”“举贤才”。关于“先有司”，王肃曰：“言为政

当先任有司，而后责其事。”［2］234皇侃疏曰：“言为

政之法，未可自逞聪明，且先委任其属吏，责以

旧事。”［2］234也就是说，先让所有人得到合理的岗

位安排，划分好责任范围，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

己的作用。“赦小过”，皇侃曰：“过，误也。又当

放赦民间小小过误犯之罪者也。”［2］234朱熹解曰：

“过，失误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

者赦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3］142其中，“过”

即“失误”，人在做事时难免有犯错的时候，如果

有重大过失不得不惩戒，但如果是小的失误，则

与其惩罚不如赦免，用这种方式团结、求得人

心。这样，不仅能够让犯小过者，知道错误、吸

取经验和教训，也能够由此更加团结，让其他人

也能够安心做事，不至于因惧怕惩罚而束手束

脚。所以，这时被举荐的人就能把展现自己、获

得个人发展和为社会谋福利结合在一起。

居于臣位的为政者也要制定良好的人才政

策，主动、积极地亲近贤德之人，而不是“知贤

不举”。《论语·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

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1］163 孔安

国曰：“知其贤而不举，为窃位也。”［2］403 皇侃疏

曰：“窃，盗也。臧文仲虽居位，居位不当，与盗

位者同，故云‘窃位者欤’也。”［2］403 朱熹注曰：

“窃位，言不称其位而有愧于心，如盗得而阴据

之也。……范氏曰：‘臧文仲为政于鲁，若不知

贤，是不明也；知而不举，是蔽贤也。不明之罪

小，蔽贤之罪大。故孔子以为不仁，又以为窃

位。’”［3］165-166 孔安国认为“知贤不举”即是“窃

位”，皇侃扩充了孔安国的解释，把“窃”解释为

“盗”的意思，由此认为“知贤不举、偷安于位”

即是“窃位”。所以，“知贤不举”之所以是“窃

位”，是因为明知人才之贤却不让为政者发现，

不给贤才安排应有的政事，这就意味着他自己

也德才有失、德不配位，故而他所拥有的地位

是盗窃了贤才的待遇而获得的。朱熹的解释

则更加严厉，他引用了范氏所言，认为若不知

道某人是贤人，这是小的罪过，并非有意为之，

而明知道对方是贤人，却因嫉妒和恐惧而耽误

政事，这就是大罪。

那么，若为政者没有及时发现贤人，其他人

也没有发现时应该如何？这种情况即是朱熹注

中提到的“不明”，也就是仲弓与孔子对话时所担

心的“不知贤”。对此，孔子仅回答了一句话：“举

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131孔子认为可

以先举荐自己所知道的，若有遗漏且不知的，别

人也会让他知道。所以马融曰：“女所不知者，人

将自举之。各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也。”［2］325在

他们看来，在举荐人才的问题上持有开放性的态

度，就能让贤才得到应有的政治地位，拥有合适

的政治权力，从而在治理国家方面也能够发挥出

自己的作用。

所以，为政者应帮助不论“近者”还是“远

者”之贤才实现其人生价值。在人才资源问题

上，不仅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能力、适合的位置，

还要适当地提供容错环境，同时也要继续发掘

他人的才华，塑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这样才能让

远道而来的人才和本国的贤才继续留下来，促

进本国发展。而这就需要为政者引领政治和社

会领域的风尚，施行道德教化，如此才能让前来

本国的所有贤才都得到自我实现和发展，为政

者的国家也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做到人与

社会的共同发展。

结 语

对于国家来说，人口问题和人才问题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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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如何才能稳定人

口数量，如何尽可能地留住本国人才，需要为政

者真正做到“近者说”。要做到“近者说”，就要

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个人发

展等。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促进社会各

个方面的发展。同时，只有采取合理的人才政

策，才能留住人才，让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自

己的作用。另一方面，“远者来”不仅仅是一种

理想，它还需要后续的维持和运转，否则即使是

已来的“远者”也会流动到其他地方，如此长期

下去不利于吸纳人才。“近者”“远者”不是一成

不变的，双方都有互相转变的可能性。若为政

有失，“近者”将会转化成“远者”，导致本国的人

口和人才流失；若为政得当，“远者”慕名而来成

为“近者”，就能扩大人口规模、增加人才数量。

所以，“近者说，远者来”实际上是孔子劝勉为政

者要爱护百姓、执政为民，认为不论是为了得到

“近者”支持，还是吸引“远者”，都需要为政者把

注意力放在民生问题和人才问题上来。

注释

①方旭东：《“远者来”：关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儒家智

慧》，《文史哲》2021 年第 1 期。②钱穆：《孔子传》，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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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ose Who Are Near Are Made Happy，and Those Who Are Far Off Are Attracted”：
Benevolent Rule and Humanistic Care in Confucius’Vision of Governance

Xiao Qunzhong and Yin Chunxin

Abstract: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s idea of benevolent rule is people-oriented， with a primary focu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cademia have interpreted“when those who are near are made happy，and those who are far off
are attracted” only as Confucius’ ideal state of governance， but they have overlooked the perspective of“those who
are near”and“those who are far off”. By examining the comprehensiv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the later Confucian
scholars， we find that the mobility of the “near ones” and “far ones” is not merely about immigration， nor a
manifestation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stead， its intrinsic essence and basis is a benevolent rule that cares for the
survival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howing a fundamental concern for the livelihoods and lives of both people near
and far off. Confucius’ idea of people-oriented benevolent rule provides a unique eth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issues related to population and talent， presenting a clearer picture of people-oriented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essence of benevolent rule.

Key words: those who are near；those who are far off；immigration；benevolent rule；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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