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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儒家等级观念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就是人们对财富的占有和消费应与社会地位

相符；人们的社会职业应分出尊卑贵贱的等级。先秦儒家等级观念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社

会文化条件。等级观念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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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儒家等级观念的主要内容

$、人们对财富的占有和消费应与社会地位的

等级相符

在这方面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们处在某种

等级地位上，就应该享受相应的生活和物质待遇；

二是说人对财富的占有和追求必须受等级地位的

限制，否则便是不道德的，违背礼义的。

孔子认为财富的分配和消费必须依礼而行。

在古代礼的含意非常广泛，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的等级制度，是礼的基本内容。在孔子看

来，不同等级的人对财富的占有和消费应有不同

的标准，国君有国君的标准，大夫有大夫的标准，

平民有平民的标准。鲁国季氏的身份是大夫，却

富于周公，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他无法制

裁季氏，只好责备给季氏当家臣的他的学生冉求，

要弟子们对冉求“鸣鼓而攻之。”颜渊是孔子最得

意的学生，他死后孔子极为悲痛，但当颜渊的父亲

请求孔子为颜渊置椁时，孔子却没有答应，这并不

是孔子对颜渊没有感情，而是孔子认为是颜渊的

身份低，不应有椁。总之，每个人都必须照自己的

社会等级去生活，才符合礼的规范。

孟子所处的时代比孔子晚 $## 多年，这时封

建制度已成定局，孟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

人，更积极地宣扬封建等级观念，封建等级秩序在

他手中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制度。《孟子》中有这样

一段话：“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

上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在这里对贵族

爵位的划分，提出了较具体的方案。

上面孔子、孟子都强调人们要按不同的社会

等级去占有财富和消费物质资料。尤其是孟子的

提出了按等级分配土地的制度，能抓住时代的主

要矛盾，提出顺应时代的政策主张。因为当时土

地是主要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土地私有制已广泛

地发展起来，这时解决人们所需要的土地问题已

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孟子提出从土地的分配出

发来建立封建等级制度，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第

二，孟子提出“一夫多亩”，使耕者成为自给自足的

小农，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小

农经济与独立手工业经营二者在某种程度内，是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孟子作为新兴

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发展小农经济，正符合当时

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要求。所以孟子提出的按等

级分配土地的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它现实

进步意义的；第三，孟子提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

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认为人们拥有土地是稳

定社会秩序，维持“善良习惯”的必要条件，百姓所

以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由于无土地所致。

他是从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了

按等级分配土地的制度。孔子、孟子都把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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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成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他们维护

统治阶级利益，维护剥削制度的共同愿望。

!、人们的社会职业应分出尊卑贵贱的等级

孔子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社会职业有尊贵的，

有卑贱的，就总的社会分工而言，社会上分为两种

人：一种是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而占有丰富物质

财富的“君子”（包括天子、诸侯、各级臣僚及儒

者），一种是广大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却只有很

少物质财富的被统治者，即所谓“小人”。孔子坚

决反对“君子”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孔子认为君子

从来就是“坐而论道”，“学以致其道”，根本不该从

事劳动生产，也不懂得生产知识，生产劳动都是小

人所干的事。

孟子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他是“劳

心、劳力论”。他认为社会上有两种人，即“君子”

和“野人”，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

子”。“君子”处于统治地位，他们所干的是治理天

下的大事，“野人”是在田间的劳动者，他们只能干

一些农耕、百工等小事。因此他得出结论：“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劳心、劳力”论

充分表现了他的剥削阶级偏见。人类社会进入阶

级社会以后，“劳心劳力”开始分工，用多数人被迫

的劳动，腾出少数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的创造，对

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现象只是历史

的，而不是永恒的。孟子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天下

之通义”，是普遍性的原则，是极错误的。

孔、孟的“君子、小人”，“劳心、劳力”论是极其

反动的理论，它历来被剥削阶级用作为劫取劳动

人民劳动成果的理论依据，被统治者们作为饱食

者们作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借口。一般的说

来，古代思想家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总不能摆脱

他们的剥削阶级本性，所以先秦儒家“君子、小

人”，“劳心、劳力”论的提出是出于他们剥削阶级

的本性。

二、等级观念产生的社会条件

首先，等级观念是有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

条件。春秋后期，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铁制农

具与牛耕已开始使用并逐步推广，专门的水利灌

溉设施开始出现，手工业分工也日趋细密。但总

的说来生产力水平还是极端低下的。恩格斯指

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

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

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

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

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

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

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劳动的特殊

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

的利益而把更多的劳动重负加到劳动群众的肩

上。”［!］（"#$%&）所以，生产率低，剩余产品少，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正是等级观念产生的社会

经济条件。

其次，先秦儒家等级观念的产生，还有其社会

文化背景。张鸿翼先生在《儒家经济伦理》一书中

把我国秦汉以前漫长历史阶段社会文化的发展大

体划分为三种文化形态：原始宗教文化、宗法伦理

文化和国家政治文化。三代之前的原始氏族社

会，产生了原始宗教文化；三代到西周形成了一套

宗法伦理文化，宗法伦理文化的核心是家族主义

伦理，其基本内容是明辨父子、夫妇、长幼、亲疏之

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发展，随着国家

制度的日趋成熟和完善，宗法伦理文化也相应地

逐步转变为一种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

应的国家政治文化。这种转化主要表现在：从父

子长幼关系引申出君臣尊卑关系，君权观念和君

臣之礼逐渐突破宗法观念而日益强化起来；原用

于明辨父子、长幼、夫妇之序的宗法伦理逐步演化

成用来调节君臣上下、尊卑贵贱关系的国家政治

伦理；家族内长幼亲疏的宗法等级观念逐渐转变

为政治上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社会等级秩序已

被人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如《系辞传》中所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儒家

看到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等级制度的建立已是不

可避免的，从而对这种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合理性

作了理论论证。

三、等级观念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由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它

对往后二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政治

经济等级各方面都有极其巨大的影响。不可否

认，等级观念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积极的影响。

比如它要求社会各等级上的人对财富的占有和消

费都要和其社会地位相符，应有一定的标准，当然

这首先是在为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富悬殊的生

活制造合理的借口，但另一方面，这又对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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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政暴敛、肆意挥霍物质财富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因为尽管不同等级的标准高低悬珠很大，但有

了标准总比没有标准限制要好些。它强调要严格

按等级分配土地，这为以后一些开明统治者及各

级官吏反对官宦大户兼并土地和制定相应的土地

政策提出了理论依据。但在更多方面等级观念所

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它

所起的消极作用至少有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它抑制和遏止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展

开平等的竞争。儒家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同样，不在其位也不应谋其财、受其禄，当一个人

的社会地位没有正当升迁时，应该安分守位，不要

去争权夺势和谋财取利。当然官作大了，身份提

高了，增加财产以使其与自己的地位相适应也就

是合理自然的事情了。在儒家看来，一个守分循

礼的人，除了升官以外，没有其它走向富贵的道

路。这种观念有利于引导人们沿着社会现存的政

治制度所规定的途经去谋求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

自觉的地位的晋升和提高，但是它抑制了人们全

面素质的发挥以及创新能力的展示，极大地遏止

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自发竞争。

其次，维护传统的自然经济，压抑商品经济，

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解

脱种种人身依附关系；要求打破等级制对人的压

迫和禁锢；要求改变等级制度下人的纵向流动而

实现人的横向流动等等。而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等

级压迫和不平等基础上的，它所规定的义务是单

方面的，“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

可不孝。”它要求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产资

料的分配等方面严格遵循贫富贵贱的社会等级，

满足并安于这种既定的社会地位，而不要犯越礼

去谋财取利；它引导人们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而排

斥别的“发财”方式和致富道路；它主张人们安分

守已，而抑制个人和个体间的利益竞争。这些都

是和商品经济观念有着根本冲突和互相排斥的，

商品经济要求人们形成价值本位，而且这种价值

本位是以独立自由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等级观念

极大地排斥和阻碍商品经济，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机制充分发挥。

第三，错误的职业观导向，影响社会全面健康

发展。它用一系列贵贱等差观念去看待不同的社

会职业及处于不同职业中的人，如君贵臣贱，官贵

民贱，士贵农贱等。这种贵贱等差的职业观，几千

年来一直指导和影响着人们选择职业和日常的经

济活动。二千多年来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社

会，使人们轻视物质生产劳动，忽视自然科学和技

术的开发研究，以致造成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历史

后果。这些情况目前在一些落后地方较为明显，

把“从政”看成是人生的唯一追求，而一旦“从政”

之后，就把这种“从政”带来的“权力”看成是人生

享受的巨大源泉，这也是一些落后地区腐败现象

难以革除的原因之一，从而影响社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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