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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探赜
王兴乐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黄宗羲在君主和天下的主客关系、君臣关系、公法私法关系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批判。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

影响，与明清之际君主专制下所暴露出的严重弊端构成了其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生成逻辑。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带

有明显的进步性，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研究黄宗羲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完善基

层治理，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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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生于1610

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所作的《明夷待访录》既是晚

明的经典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名著。

1 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1.1 批判君主将天下为主君为客，转变为君为主天

下为客

在君主与天下的主客关系时，黄宗羲认为“古者以

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君主起源相对应，三代的君主

是为了拯救万民苍生，为天下之公利而服务的，君主设

置的意义就是使百姓幸福，可以实现自己私利，使得天

下安宁。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已经超

越了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的政治思想，是对君主专制的

猛烈抨击。秦统一中国后，封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不

断加强，中国几千年的帝相之争在朱元璋时期也宣告结

束，宰相制的废除，东厂西厂、锦衣卫的设立进一步扩

大了君主权力，清朝承袭明朝，设立军机处，使得君主

专制真正达到顶峰。这些现象背后都是因为君主将其与

天下的主客关系颠倒，君主成为了天下的大害。

1.2 批判君主将与大臣的平等关系，转变为上下之

间的主奴关系

在《原臣》一章中，黄宗羲探讨了大臣的职责，及

其与君主的本质关系。黄宗羲认为，大臣的产生不是为

君主服务的，是为了天下万民，因为天下之大，君主无

法一人单独治理，即“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

黄宗羲认为一个大臣，就应该是君主强迫自己做不合理

的事情时，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去做，应以天下

万民福祉为己任。黄宗羲进一步指出“为臣者轻视斯民

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

背也”，一个大臣如果不把人民苦难当做一回事，即使

能辅佐君主取得天下，或者跟随君主一起牺牲，这也是

背离了为臣之道。既然大臣的职责是为天下百姓谋益，

君主的本质也是与天下苍生为己任，因此黄宗羲进一步

指出君主与大臣本质上是一样的。黄宗羲进步打破传统

三纲五常，指出君臣关系绝不是君父臣子，父子关系是

一种血缘关系，父对子具有生养之恩，但是君臣没有这

种血缘关系，君主与大臣只是因共同治理天下而联系在

一起，不是一种君父臣子的纲常关系。三代以后的君主，

背离了君臣关系的本质，挑选大臣只在乎是否能为自己

效劳，不在关心天下百姓，想要做官的人，便只以奉承

君主为己任，君臣关系转变成了主奴关系，即“跻之仆

妾之间而以为当然”。

1.3 批判君主在法治方面的一家之法、非法之法

在《原法》开篇，黄宗羲便指出“三代以上有法，

三代以下无法”，他认为尧舜禹，甚至后面的商汤、周

文王是为有益天下百姓而设立的，如分田给百姓，开办

学校教化百姓、收税养兵，保卫百姓等，这些都不是为

君主个人制定的。但后世君主“后人之主，既得天下，

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斯患于未然

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也”，黄宗羲认为后世的君主如秦始皇设立郡县制是因

为郡县制对其有利；汉初大封诸侯王，是因为诸侯王可

以保卫皇室；宋朝解除方镇兵权，是因为其威胁皇权，

这些法律不是为民众打算的，仅仅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利

益，根本不能算做法。黄宗羲认为三代的法，是把天下

当作天下人的天下，后世的法，是把天下当作君主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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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如同藏在箱子里一样。天下都知道权力掌握在君主

一人手中，君主时时刻刻都在恐惧权力的丧失，因此不

得不制定严密法度，“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所谓非法之法也”。黄宗羲极力批判这种所谓“非法之

法”，它们摒弃了三代之法，以后世君主私利为立法初

衷，以严密法度束缚人民，一定会导致最终的祸乱。

2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批判思想的产生逻辑

2.1 理论逻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在理论上首先来

自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孟子民本思想的

影响。

中国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深植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政

治哲学，其核心理念是“民为邦本”。民本思想强调，

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因此统治者应当尊

重和保护人民的利益。论语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君主采

取德政治理国家，君主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被众多星星

包围拥戴，这里的德政也可以指君主按照一定的规范办

事，不违犯政治伦理道德。在论述君主与民众关系时，

孟子进一步指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

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天下的百姓是最重要的，江

山社稷居于第二位，君主是三者中的最次地位，这就是

“民贵君轻”思想，孟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了荀子的“民

水君舟”，也直接影响了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

为轻”的政治主张。在孟子民本思想中，百姓居于十分

重要的位置，随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到了

明朝后期，君主逐渐荒淫无道，君主专制下的政治制度

残害人民，禁锢百姓天生的私欲，因此黄宗羲以传统儒

家民本思想为理论依据，结合明朝灭亡的现实教训，提

出了自己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

2.2 现实逻辑：明朝中后期君主专制的弊端逐渐暴

露

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

巨大的动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黄宗羲对于君主专

制批判的思想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是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一段历史

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封建统治集

团的腐败使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明太祖废除宰相制，

使得六部直接由君主主导，加强了君主专制，相权的消

失导致皇权高度集中，皇帝失去了有效且有限的制衡力

量，高度集中的权力会产生腐败，乃至暴政。明朝中后

期，皇帝疏于朝政，皇权被阉党集团所把持，形成了宦

官专权，加重了政治腐败与政治危机。明朝末期，加之

天灾不断，大批流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李自成的农

民起义触动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在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层面，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

因参与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专制而受迫害，黄宗羲本

人，也曾经多次参与抗清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黄宗

羲便对君主专制由失望绝望产生了憎恨，以著书立说为

人生追求，多次拒绝康熙的出仕聘用。黄宗羲对于君主

专制的批判也是对于明朝灭亡的一种反思。

3 对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辨析

黄宗羲的反对君主专制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

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带有明显的进步性，但也有其

历史局限性，下面将从其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两方面

进行论证分析。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带有进步意义。首

先在君民关系的论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黄宗羲站在主客角度，把民众放在主体立场，

这是过去儒家传统君民关系所无法提出的，这是黄宗羲

政治思想的一大进步特性。其次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

强力批判君臣关系是一种绝对的主奴关系。黄宗羲指出

君臣都应以天下万民苍生为己任，大臣不能盲目顺从君

主，君臣应协同合作，黄宗羲前所未有的打破了君主臣

从的角色定位与君父臣子的伦理纲常，这也是其一大进

步意义。最后，黄宗羲在法治上面主张“天下之法”，

批判君主的“非法之法”。黄宗羲以黎民百姓利益为重，

反对君主私利，倡导实行公法，这也是其反对君主专制

思想的又一大进步意义。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也带有一定的局

限性。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主张应当学

校不仅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还应是一个公共舆论

机关，可以进行议政督政，实现“公是非于学校”；黄

宗羲还主张应当恢复宰相制，任命贤能的人担任宰相，

成为制约君主的重要力量。首先，黄宗羲的这些主张只

不过是对未来政治社会的一种构想，并没有付诸实践，

具有理想性。其次，黄宗羲虽然大力批判君主专制，却

并没有主张废除君主制，他仍然倡导良善贤能的君主制，

想要回到三代尧舜禹汤时期的政治社会，因此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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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仍然是对君主制度的修补与完善。最后，在君民关

系的主张上，黄宗羲虽然带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黄宗

羲对于“民”的看法仅限制于整体上的民众，忽视了个

体民众的能动作用，这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局限性。黄宗

羲批判君主专制思想的局限性与中国社会长期的小农

经济是分不开的，在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很难实现

新的阶级突破，因此黄宗羲的思想局限性也是正常的，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4 结论

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带有明显的进步

性，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应当对其辩证分析。黄宗

羲的政治思想是明末清初的时代产物，他对于君民关系

的批判与主张值得后世深入研究。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

人的唯物史观，在今天早已牢牢确立，但在几百年前的

明朝末年，黄宗羲率先从主客角度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轻”，其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实现社会和谐，基层

治理的完善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尊重人民，因此研究黄宗羲的政

治思想具有其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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