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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易》是我国古代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其中蕴涵着深刻的领导哲学智慧。其中， 

“革故鼎新，与时偕行”，“朝乾夕惕，常怀忧惧”，“知柔知刚，刚柔相济”，“守位以仁、聚人以财”， 

“卑以自牧，厚德载物”，“作事谋始，用人尚贤”等方面所蕴含的领导哲学精华，对当今的领导者 

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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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占卦之书，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 

组成，儒家将其列为群经之首，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 

特殊的地位，是先秦儒 、道、阴阳等学派的主要源头。 

学术界普遍认为，“易”有三义：变易、简易、不易。变 

易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更新；简易是 

指愈伟大的哲理愈像天地那样简明平易，便于人们 

掌握运用；不易是说大干世界不管如何变化，其中总 

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因 

此，《周易》的要旨，就是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 

遍规律，作为人生和社会的指导。人们只有掌握了 

“不易”的普遍规律 ，通晓“简易”的道理，有善于“变 

易”的本领，处事理政方能得心应手，臻于化境 ，故也 

有人称之为“帝王之学”。它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 

深的哲学智慧滋润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并 

启迪着许多治国安邦者的政治智慧。时至今日，《周 

易》所蕴涵的领导哲学精华对当今的领导者仍具有 

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

、革故鼎新。“与时偕行” 

《周易》认为，世界万物无时无刻都处在变化之 

中。《彖辞·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 

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存 

在着阴阳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即《系辞上》所说“一 

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双方相感、相摩、相荡，才化生 

了万物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月相推而明生 

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正是这种既对立又统 

一

、既相反又相生、既排斥又吸引的关系，才推动了 

自然界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事物变化的源泉 

和普遍法则。领导者只有掌握了这个法则及其变化 

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处理各种矛盾，促进事物向 

好的方向发展和转化。 

《周易》还认为，事物的变化具有日日更新的特 

点，新东西层出不穷，永无止境。《系辞上》：“日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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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基于这种认识，《周易》主张人 

们为政治国应当遵循阴阳变易的普遍法则，《系辞 

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里的“穷”，就是 

极端、顶点之意。大意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端 ，就会发 

生变化；只有经过变化，事物的发展才不会停滞，才 

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有发展前途。因此 ，领导者应 

当顺应时势要求和百姓意愿，积极地革故鼎新，除旧 

布新，切莫消极僵化。《彖辞·革卦》：“革而当，其悔乃 

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 

之时大矣哉!”变革得当，悔恨自然消除，天地不断循 

环才形成四季；商汤、武王推翻夏桀、商纣的革命 ，都 

是上顺天道、下应人心的正义之举，因而变革实在伟 

大啊!历史上的杰出领导者无不像《系辞下》所说的 

“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领导者 

只有善于变革 、变通，才能真正做好领导工作，使领 

导艺术达到《系辞上》所说的“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 

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神通”境界。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易》明确提出了革故鼎 

新的重要观点，并进而就如何革故鼎新阐述了自己 

的见解。《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便是 

“革故鼎新”这一成语的最早出处 ，其要义就是破旧 

立新。然而，破旧立新绝不是无知盲动，率意而为，必 

须掌握好如下几个原则才能取得成功。 

第一，“顺天”而行。“顺天”，就是遵循天地万物 

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彖辞·大有卦》：“应乎天而时 

行，是以元亨。”做事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 

才会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系辞上》：“广大配天地， 

变通配四时。”《文言·乾卦》还特别指出：“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与 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 

违，而况于人乎?”贤哲之人行事尚且要顺应事物发 

展规律去做工作，何况一般的人呢?“汤武革命”，顺 

天而应人，把革命归结为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规律 

的结果。因此，变通、变革必须顺天，即根据客观事物 

的变化规律去行事，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第二，“趋时”而变。《周易》认为，大自然和社会 

的生生不息、变化 日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都是在 

一 定的“时”下实现的。这个“时”，是指时代、时势、时 

机，其中既有天时，也有人时。一切变革都要随时间、 

地点、条件为转移。因此，一切变革者都必须学会审 

时度势，认清变革的时势和根据，才能因势利导，取 

得成功。《系辞下》：“变通者，趋时也。”那么，如何趋 

时而变呢?《周易》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与时偕行。 

时代、时势不断发展、变化。人们要跟上时代步伐，与 

时俱进，顺时而变，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文言·乾 

卦》：“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其义就是勤奋努力，与 

时俱进。《彖辞·艮卦》还进一步强调：“时止则止，时 

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辞·蒙卦》： 

“以亨行，时中也。”行止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必须 

掌握『合当的时机。动静都合乎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二是因时制宜，见机而作。即善于捕捉时机， 

利用机遇，掌握火候。《系辞下》：“几者，动之微，吉凶 

之先见者。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文言·乾卦》： 

“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 ，可以存义也。” 

《周易》反复强调要把握好变革的时机。在条件不成 

熟时，绝不能轻举妄动。《革卦》初九爻辞：“巩用黄牛 

之革。”初期只能用中顺之道巩固，而不能轻易变革。 

一 旦时机成熟，就是《象辞·革卦》所说的“巳日革之， 

行有嘉也”，即抓住时机及时变革，才能取得成功。 

而在条件不利时，要如《系辞下》所说的“藏器于身， 

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管仲也有趋时而行的思想， 

《管子·枢言》说：“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可见，时 

机对事业尤其是变革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顺乎民心。《周易》认为，变易、变通的目的 

是“以利天下”、“万民以济”【1]374，即使天下百姓都得 

到利益。显然，变革是否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是否 

符合天下百姓的利益，是否取得天下百姓的理解，是 

变易成败的关键。所以，《周易》在主张变革顺天、趋 

时的同时，还强调应乎人，即变革要顺应天下百姓的 

心愿，符合他们的利益，《系辞上》：“是故圣人以通天 

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领导者要掌 

握天下人的思想动态，确定所要从事的变革是否得 

当，判定天下的疑问和得失。《系辞上》强调“明于天 

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要了解天地万物运行的法 

则，还要洞察天下百姓的愿望和行为动机。《观卦》讲 

述了君王巡视邦国，观察民情，以便决策的过程。其 

九五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上九爻辞：“观其生， 

君子无咎。”先观察亲族之意愿，再观察其他部族的 

意愿，摸清全面情况，再下决心从事变革 ，才能赢得 

天下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取得变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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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乾夕惕”。常怀忧患 

《周易》的作者具有十分突出的忧患意识 ，其六 

十四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 

患、趋吉避凶的主线。在其诸多爻辞中，“亨、利、吉、 

吝、厉 、悔、咎、凶”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提醒世人当 

牢固树立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正是看到这一点，《系辞下》作者才发出了喟叹：“作 

易者，其有忧患乎?”不仅如此，《乾卦》九三爻辞还明 

确指出：“君子终 Et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有才德 

的君子始终是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虽然处 

境艰难，但终究没有灾难。 

《周易》认为，安与危 、存与亡 、治与乱不是绝对 

孤立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依相伴、互相转化的。 

《系辞下》：“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常怀忧患意识，提 

高警惕，未雨绸缪，虽危能安；而在太平之 日，忘记危 

亡，往往招致倾覆之灾。顺境之中的懈怠，恰恰就埋 

藏下了导向危厉之局的阶梯。类似的意思，老子在 

《道德经·五十八章》中也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 

兮，祸之所伏。”《周易》的作者深知这一祸福 、安危、 

治乱相互转化的规律，《系辞下》告诫世人：“危者，安 

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是以 

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今 Et之危 、亡、乱是从昔 Et平 

安、生存、大治的局面中转化而来的。因此，明智的领 

导者，必须始终保持着战战兢兢的谨慎态度，才能保 

有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无事，才会有国家、天下的长 

治久安。 

居安思危，治而虑乱 ，尤其要注意防患于大功告 

成之时。《象辞·既济卦》：“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 

患而预防之。”水在上而下流，火在下而上燃，是为水 

火既济，象征着大功告成。而在大功告成之际，人们 

最容易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从而产生松懈心理， 

以为忧患已过，万事大吉了。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 

的。因此，《周易》告诫世人，越是在大功告成之际，越 

要高度警惕 自己懈怠心理的滋长，越发应当保持深 

度的忧患之心，思患而预防，不然 ，就会造成灾难的 

降临。如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夺取 

了政权，但新政权的上层人物腐化堕落，对关外的满 

清势力疏于防范，结果被满清军队打败 ，政权易手。 

再如巴黎公社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只是忙于政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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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设 ，却置北方阿道夫·梯也尔反动势力于不顾， 

结果使革命归于失败，政权得而复失。历代有作为的 

政治家们都深明此理，熟读古代经典、善于汲取历史 

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深 

知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大家的思想极易懈 

怠，极易腐化，有必要提醒大家朝乾夕惕 、居安思危， 

于是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发出了 

“我们不当李 白成”的铿锵誓言，为新中国的长治久 

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刚柔互补。宽猛相济 

刚柔问题，是《周易》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系辞 

下》：“乾坤，其《易》之门耶。”刚和柔分别是天与地、 

乾与坤各 自所固有的德性。乾为天为阳，其德性为 

刚，象征刚强、进取；坤为地为阴，其德性为柔，象征 

柔顺、宽容。《周易》对乾坤的刚和柔之德性进行了阐 

述，《彖辞·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 

行雨施，品物流行⋯⋯保合太和，乃利贞。”天的功 

能是万物资之以生，永远生生不息，向前发展。人类 

正应当效法乾德，不断发奋进取，永不停息。所以， 

《象辞·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对坤 

柔，《象辞·坤卦》评价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 

顺承天。坤厚载物 ，德合无疆。含弘光大 ，品物咸 

亨。”大地宽厚无比，生息 、负载万物，它含容、广阔、 

远大，使万物各得其所。人类应当取法坤德，以深厚 

的德行包容、承载万物。《周易》不仅阐述了乾坤的刚 

柔德性，还揭示了刚和柔的辩证关系。《大过卦》卦 

辞：“大过，栋桡 ，利有攸往，亨。”“大过”，从字面上 

理解，是“阳刚大为过度”的意思。该卦四阳爻在中 

间，两阴爻在头尾，中间过强，两头太弱，然而栋梁是 

着力于两头的，柔弱的两头不胜重压，以致栋梁弯 

曲，呈现危象，房子要倒塌了。这时必须有所前往，也 

就是有所作为，采取措施，调整阴阳强弱，才能转危 

为安。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九四阳爻居阴 

位，刚柔相济，就像屋梁厚实稳重，能承重负，不会出 

现弯曲断裂的危险，所以可获吉祥。九四爻与阴柔的 

初六爻有应，如果再趋下应初六爻，则将过柔 ，而失 

其厚实稳重之质 ，也有屈挠之忧，所以也有点遗憾。 

九五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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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阳爻上比上六柔弱衰极之阴爻，就像枯杨开出新 

花，老妇配得壮夫，勉强可见阴阳调和，可无咎害。但 

是因为花开不能久，所以有对偶不相配之憾 ，所以无 

可称誉。通过《大过卦》的卦爻辞，《周易》昭示人们，阴 

阳、刚柔双方相配得当，能促进事物的顺利发展，一方 

过强、过盛，而另一方过弱、过衰，就会有碍事物的发 

展。对此，《周易》还有更明确的论述，《系辞下》：“阴阳 

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彖辞·恒卦》： 

“刚上而柔下，风雷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 

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象辞·解卦》：“刚柔之 

际，亦无咎也。”这些论述的基本要义就是阴阳相互 

结合，刚柔相济，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化育万物，才能 

没有灾祸。 

《周易》所阐述的这种刚柔相济思想，既是一种 

优秀的的领导品格 ，也是“内圣外王”的具体体现。 

《黄石公三略·上略》指出：“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 

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 

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刚与柔是领导者必备的两 

大基本品格，缺一不可。刚是立身之本，没有刚正不 

阿、勇猛果敢、坚定不移的顽强意志 ，就无法兴利除 

弊、惩恶止奸、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无法取得 

事业的成功。柔是养性之基，只有具备柔的品性，具 

有豁达大度、包容万物、谦恭谨慎、不骄不躁的品格 ，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左右逢源，游刃有 

余。刚不及而柔过之则失威，柔不及而刚过之则失 

众。能够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1J38 ，能圆能方 ， 

能退能进，能弱能强，刚柔兼备、刚柔适度的领导者， 

才是高明的领导者。只有这样的领导者，才是“内圣 

外王”的领导者。 

《周易》的刚柔相济思想也是一种宽猛相济的治 

国方略。《周易》十分重视德治，《系辞上》强调“崇德 

而广业”。《系辞下》还特别阐述了履 、谦、复等卦在 

“崇德”方面的作用：“《履》，德之基也；《谦》，德之秉 

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 

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 

也；《巽》，德之制也。”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周易》并 

未忽视法治的作用，其六十四卦中就有《讼卦》这个 

诉讼专卦。《象辞·噬嗑》还说：“电雷，噬嗑。先王以明 

罚劝法。”下卦为震为雷，上卦为离为电，雷电交合是 

噬嗑卦的卦象。先王取法威风凛凛的雷、照彻幽隐的 

电，思以严明治政，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显 

然，《周易》主张德法结合、德主刑辅。这种德法结合 

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继承和发展。据《左传·昭公二 

十年》记载，孔子称赞子产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 

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 

宽，政是以和。”这套宽猛相济、德威并重的治国方略 

及为政之方，无疑是刚柔并济主张在治国实践中的 

具体体现。这种思想为西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提供 

了一条治国良策。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重要原则之一，即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也是这种 

治国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弘扬。 

四、以仁守位。以财聚人 

人们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那么，如何才能收服民心呢?《系辞下》认为，“天地之 

大德日生，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 

人日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天地的最大功 

德是化生万物，圣人的最大宝物是权位，要守住执政 

地位，就必须用仁义之行去赢取众望所归，用物质财 

富来生息万民，凝聚人心。同时，一切政令和教化措 

施必须保持清明，使百姓能够遵守法纪，安居乐业。 

这样，社会就能安定，政权就能巩固。为了赢得民心， 

《周易》提出了一整套仁政措施。 
一 是“咸临”感化，“振民育德”。《周易》认为，要 

赢得民心归服，不能采取简单的强硬手段去压服，而 

应采用柔性手段去感化。《临卦》初九爻：“咸临，贞 

吉。”以感化的政策待民，治道才贞正，才会吉祥如 

意。上六爻：“敦临，吉，无咎。”以温柔敦厚之心对待 

民众 ，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容忍他们的过失，这 

样才能大吉大利，没有灾祸。六三爻：“甘临，无攸利。 

既忧之，无咎。”这里的“甘”音义都是钳，其意是说， 

用钳制和高压政策统治民众，不会得到好的结果。若 

能忧惧改过，才不会有灾祸。对此，老子也有同样深 

刻的认识，《老子·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 

不终 日。”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富兵强，最后 

消灭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秦王朝建立后，继续 

沿着严刑峻法的治国道路走下去，百姓动辄得咎，致 

使囹圄人满为患，赭衣塞路，逼得人民揭竿而起，秦 

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随之寿终正寝。这表明， 

实行暴力政治，必然丧失人心，不会有好的结局。而 

唯有实施符合人性的领导方法，才能有效赢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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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政权得以巩固。 

《周易》反对高压政策，而倡导感化政策，特别是 

推崇教化方略。《彖辞·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即圣人注重观察社会人文现象，用以教化天下 

百姓，促成大治。《象辞·临卦》：“泽上有地，临。君子以 

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此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 

泽水与陆地相临无间，土是宽厚的，水是柔顺的，二者 

相亲相待。君子应效法临卦之德，像泽水与陆地那样 

上下互相I 近，永远教化、容纳和保护民众。《周易》还 

提出了教化民众的方法。《象辞·蛊卦》：“君子以振民 

育德。”即用德教振起万民，培育民众的道德风尚。《周 

易》认为，振民育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领导者要在德 

行上率先垂范。《彖辞·兑卦》：“刚中而柔外，说以‘利 

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 

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领导者对外谦 

柔恭顺，做事顺乎天道人心，老百姓就会欢迎他。领 

导者能够吃苦在前，以身作则，那么民众也会忘却一 

切劳苦艰辛；在艰险危难之时，领导者能够以身率 

下，甘冒险难，民众就会忘记死亡的危险。领导者率 

先垂范、以身作则，其教化就会使民众心悦诚服。如 

此以“德”教育、感化民众 ，社会就会安定有序、和平 

安定了。正如《彖辞·成卦》所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 

二是施政易简，“明慎用刑”。《周易》认为，好的领 

导者不仅要善待民众、教思无穷，还应为政易简上。 

《系辞上》：“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 

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 

大则贤人之业。”施政平易，就便于了解，便于遵行，就 

会使百姓亲附，就能取得功效。百姓亲附，就能保持长 

久，就能壮大，就能体现领导者的高尚品德，就能成就 

伟大事业。《周易》为政简易的要义就是施政要宽简， 

不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没完没了地干涉和折腾百 

姓。《淮南子·览冥训》显然继承了《周易》这一观点，也 

指出：“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这种为政 

简易的思想，为我国封建社会不少明智的执政者所重 

视。如汉初的统治者汲取秦王朝实施暴政苛法造成二 

世而亡的教训，提出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偃武修 

文，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展了生产，增加了人口， 

促进了社会安定 ，最终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 

“文景之治”。《周易》为政简易在法治上的表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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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慎用刑”，即在断狱行刑中也要体现人本精神。这 

是其仁德之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彖辞·旅卦》：“山上 

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卦的卦象是 

山上有火，洞照幽隐。领导者观此卦象，就要明察刑 

狱，既不能滥施刑罚，又不能延宕滞留。《彖辞·豫卦》：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请而民服。”领导者知道按天地 

运行的法则行事，使刑法清明公正，这样天下百姓就 

会心悦诚服。《周易》还认为，实行刑罚的主要目的是 

“遏恶扬善”【 。因此，《周易》主张惩教结合，对那些罪 

大恶极、顽固不化的人，而对那些弃恶从善、改过自新 

的人要“赦过宥罪” 。宽容赦免，明慎用刑，初步具 

有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因素。许多历史事实 

表明，只有推行这种政治，才能有效地赢得百姓之 

心，巩固执政基础。 

三是尚财重富，蓄物聚财。《周易》认为，财富在 

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的作用。《系辞上》：“富有之 

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崇高莫大乎富贵”。把让 

百姓富裕起来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称为盛 

德。把追求财富、生产财富看成是崇高的事业，是人 

间正道。因为“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物 

畜然后有礼”[ 一 。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 

现礼治。《管子·牧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这个论断同《周易》的重财思想的旨 

趣异曲同工，都是把财富视为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 

物质基础。 

基于对财富重要性的认识，《周易》提出了帮助 

百姓增加收入的三点主张。(1)发展经济。在中国这 

个农业社会里，农耕乃国运所系、民命所系，因而《周 

易》十分重视农业，它提倡开荒种粮，反对不劳而获， 

即“不耕获，未富也”，主张按时节种植各种农作物， 

即“以茂对时育万物”『l113H∞。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 

顾工商业的发展。《系辞上》：“备物致用，立功成器， 

以为天下利。”领导者要重视组织人力加工制造各种 

器具，以供天下之用，为人们的生产带来便利，以实 

现富有之大业。发展商业也是《周易》追求富有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还主 

张发展交通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 ，舟之利以济不 

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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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易》这种重视发展经济，为天下百姓谋取物 

质利益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后世开明政治家 

冲破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樊篱，大 

胆推行发展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武器。(2)损上益 

下。《彖辞·益卦》：“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 

下 ，其道大光。”这段话的要旨在于，减轻对老百姓的 

剥削，使统治者的财富稍减，老百姓的财富有所增 

加。这样做，广大民众当然会非常高兴，所以叫“民说 

无疆”。由此赢得了民心，给社会安定、国家大治带来 

了光明，所以称“其道大光”。这种思想成了我国古代 

养民、裕民、富民政策的理论基础，对促进经济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3)裒多益寡。《彖辞·谦卦》：“君子 

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象辞·损卦》：“损刚益柔有 

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领导者应善于取多余以补 

不足，衡量财富的多少以平均施受于人。同时在一定 

的情势下要削减富者、强者的财富，增加贫者、弱者 

的收益。这种均富思想，在生产力落后、贫富之间差 

距太大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不加分析地 

斥之为平均主义。 

五、“卑以自牧”，“厚德载物” 

《文言·乾卦》强调，领导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 

“进德修业”。因为从责任与素质的关系来说，其德能 

与使命不相称，干起事情来就会力不从心，甚至把事 

业搞垮，如《系辞下》所说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 

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从执政者的影响来说， 

君正臣才能正，君臣正百姓才能正，“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从领导职能的角度讲，素质不高就难以守 

业建业。《系辞下》认为，领导者要实现“圣德大业”的 

目标，必须具备仁、义的品德，并从理财以聚人、正辞 

以服人、禁民为非以约束人三个方面来体现。这些能 

力和本领职能从加强修养和锻炼中得来。所以领导 

者要效法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通过加强修养， 

提高素质，努力达到“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 

天而奉天时”的境界【1] H 。这些观点后来被儒家发展 

成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 

王”之道。 

《周易》论述领导者素质和修养的内容很多，但 

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 是谦虚谨慎。这是领导者必备的美德。《象辞· 

咸卦》：“天道盈亏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 ，鬼神害 

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象辞·谦卦》的“谦谦 

君子，卑以自牧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说的都 

是领导者要以谦逊为怀，努力做到才高而不自许，德 

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为高而 

不自傲。老子也有类似观点，他辩证地认为，大道“为 

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所以，君子也应该自谦。自谦 

的表现是不自大，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 

老子还进一步指出自谦的好处，不自大反而能成其 

大，不自见反而能明，不自是反而能彰，不自伐反而 

有功，不自矜反而能长。老子的这一思想十分深刻， 

对当时及后世的领导者加强自身修养无疑有着重要 

的启发意义。《周易》还认为，领导者还应该言行谨 

慎，这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 

关系到他们所领导的人民和所从事的事业。《系辞 

上》：“言出乎身，加乎民；行法乎迩，见乎远。言行，君 

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 

天地也，可不慎乎?” 

二是宠辱不惊。《文言·乾卦》说，领导者应该“居 

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有“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遁世无闷，不见世 

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等不求个人名利，坚 

持原则立场的品质。在国家政治不清明的时候，不贪 

恋禄位，“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 

三是防微杜渐。实践证明，一切坏事都是从小事 

开始的。《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 

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小恶为无伤 

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如果不 

幸犯了错误，则要勇于改正。《象辞·益卦》：“君子见 

善则迁，有过则改。” 

六、“作事谋始”。用人“尚贤” 

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周易》对领导决策 

也十分重视，《彖辞·讼卦》强调凡事要事先谋划，即 

“君子以作事谋始”。讼卦上卦为乾为天，下卦为坎 

为水，天水隔绝，流向相背，事理乖舛。君子要避免此 

类情况的出现，在谋事之初就要慎之又慎。《文言·乾 

卦》认为，事先应充分预测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 

防止盲目轻率，好大喜功。如果“知进而不知退，只存 

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即以为事业只会发展不 

会衰败，只会存在不会消亡，只会胜利不会失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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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失败不可。《系辞上》强调决策要善于保守机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 

成”。慎重决策和善于保守决策机密，都是决策过程 

中必须充分注意的问题。 

用人历来是关系国家社稷之治乱兴衰的根本问 

题，也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在这方面，《彖辞·颐卦》 

主张“尚贤”，认为执政者要效法“天地养万物，圣人 

养贤以及万民”。《彖辞·师卦》告诫 ：“小人勿用，必乱 

邦也。”《彖辞·泰卦》认为，只有用贤杜佞 ，才会形成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良好局面。 

总之，《周易》中顺天应民、趋时而行、革故鼎新 

的改革精神，“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刚 

柔互补 、宽猛相济的理政艺术 ，以仁守位 、以财聚人 

的领导方略，“卑以自牧”、“厚德载物”的领导修养主 

张，以及“作事谋始”、用人尚贤思想，都是远古先民 

领导经验智慧的总结，是他们对执政规律、领导修养 

规律的理性思考。只要剥去其神秘玄奥的外衣，都有 

其不容否认的恒久价值，也为历代执政实践所证实， 

因而也需要当代的领导者所谨记、所实践，并使之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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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宗教活动场所治理既是社会治理，也是民生工 

程。妥善研究处理宗教活动场所治理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及共性问题，是坚持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现有 

和谐政教关系的需要，也是提升政府社会公共事务 

服务水平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有关部门和 

宗教团体要积极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对存在的问 

题要高度重视，认真查找原因，分步有序地加以解 

决，进一步提高宗教活动场所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促 

进宗教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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