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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主义大国学简论概述，自古至今，人类对理想社会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从未停息，期间经历了诸多社会结构的变革，

直到一八四八年德国思想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面世，为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指明了终极方向。最终社会主义制度在具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之所以在中国实践发展，一是中华文明兼容并包一切优秀人类文化的特质所

决定。二是得益于中国人民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将人文精神融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建

构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这是将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治理

各个层面的科学阐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当代共产主义的科学阐述，同为“公心”，共生同理。儒家思想强调修已以安人，

善于“为已”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为己不是自私，是修为自己，修正好自己而去服务社会。儒家教育培养的是每一个时

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道家为而不争的思想，不但能治世还能救世；释家明自性的大智慧，给人提供了无尽的能量源泉。中

华文化源于伏羲时代的太极和合文化，至此之后的历代圣贤以及华夏子孙不断传承、实践、发展着太和文化，为构建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付出了巨大心血，在哲学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教育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智慧。人类社会和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即后来所说的“道”。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和合之道（万事万物多元共生

共和共荣）。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大道”可以称之为道统社会学；即是把人文精神、人道主义以及一切人类优

秀思想成果融入到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实践性智慧学说。完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大道”权且称作自然道统论。

道统社会学与自然道统论合称为共产主义大国学简论。一切社会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说白点就是人心的问题，心正才能做

事对，通过此学说指导人们更好的处理自己的学业问题、家业问题、事业问题，进而彰显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共创社会美

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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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Big Communist countries, since ancient times, human's pursuit of ideal society and social justice 

has never stopped. During this period, it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until 1848, when Marx, a German thinker, 

publishe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hich pointed out the ultimat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al system. In the end, 

the socialist system took root, germinated and flourished in China, a country with 5,000 years of civilization. The first reason for its 

prac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inclusive of all fine human cultures. Second, we benefit from the 

Chinese people's spirit of solidarity, fraternity and striving for progress. Integrating humanistic spiri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the core ele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deal goal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is to construct a fair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ystem between people and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is is a scientific exposition of integrating 

humanistic spirit into all levels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great harmony society for the public and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sm are 

the same as the "public heart" and coexist in the same way. Confucianism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one's self and 

caring for others. Only good at "caring for oneself" can one "benefit the world" more effectively. To be selfish is not to be selfish, it is 

to cultivate oneself, correct oneself and serve society. Confucian education cultivates the talents most needed by society in every era. 

Taoism's indisputable thinking can not only rule the world but also save the world. The great wisdom of Buddhism's self-explanation 

provides people with an endless source of energy. Chi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Tai Chi Hehe culture in the Fuxi era. Since then, 

the sages and descendants of China have continuously inherited, practiced and developed the Taihe culture, and devoted great efforts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nature. They have provided valuable 

practical wisdom in philosophy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ethical culture, education culture and ecological culture. The basic law of the 

operation of human society and all things is the "Tao" later called. To sum it up in one sentence is the way of harmony (all things and 

everything are multiplied, coexisting, co-prosperous). The "road"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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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called orthodox sociology. It is the practical wisdom theory that integrat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humanitarianism, and all 

excellent human thought resul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road" righ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an and self is called natural orthodoxy. Orthodox sociology and natural orthodoxy are called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great national studies of communism. All social problems are people's problems, that is, the problem of 

people's heart. Only when the heart is right can we do things right. Through this theory, people can better deal with their own academic 

problems, family problems and career problem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everyone's life and create a beautiful social fashion. 

Keywords: Orthodox society; natural orthodoxy; communism; great power theory 

 

1 共产主义大国学简论概述 

首先以一篇起论颂来概括共产主义大国学简论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大国学之起论颂“象儒道法本来释；做人明

理无心禅；华藏和风天地心；共产主义大国学。” 

“象儒道法本来释”即是说社会风气直接影响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而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影响着社会

结构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为：人的内在生命物质本体与特定的大脑意识本体构成整体的自然

人。自然人通过劳动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形成系统的外在矛盾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论是自然

人还是社会人其总体的都是通过人的内、外矛盾关系形成自我解放的主体矛盾关系。意思是说人基于某种需要在一定

的社会关系中、在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历史存在物，即为我的、自觉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的

生成物。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自我实践能力才可以发展自我的存在
[1]。

进而创新、创造生产生活。人性就此分为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国文化之儒家思想强调“修已以安人”，修己才能更好的自觉，自觉才会

有能力去安人，有本事服务社会。诠释了儒家的治世之胸怀，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当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此之谓“象儒”，即儒家培养的是每个时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最积极的人才，

最正能量的人才，促使着社会现象的正能量化，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源泉。借用时代的话语来描述，即“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既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道法

者法自然之道，道家为而不争的思想，更是在积极的入世，尤其是世道坏了的时候入世救世，功成而身退。本来释是

说释家明自性的大智慧，自觉方能明自性，自觉才能为创新、创造生产生活提供力量，释家思想给人提供了无尽的能

量源泉。此之谓“象儒道法本来释”。 

“做人明理无心禅”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辈当锤炼立足社会的能力，树立服务社会的精神，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

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如此当是真正的做人、自觉的明理。“无心禅”是说“莫

道无心便是禅，无心犹隔一重山”讲禅宗修行之境界，做人做事当有修行之自觉，那么人生价值自当彰显，此之谓“做

人明理无心禅”。 

“华藏和风天地心”；华藏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藏，即是文化的宝藏又是思想的宝藏。是民族之魂、

民族之根，更是中华民族的心之所在，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不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生

长与发展实践着，也在近代民族救亡的革命实践中展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向心力，至民国时代的北伐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建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到当前新时代，无不体现出其璀璨的实践智慧。中

华文化兼容并包其它人类优秀文化的特质，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得以实现，

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和风”社会和

谐好风尚。天地心，华藏之精华好似“天地心”。即“道心”，《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用一段话概括就是人当纯真正善强自心，道心自当压人心，道心即公心，公心助成就，利己又

利人，多好。私欲常算计，烦人又累己，何苦。理虽这么说，凡人借口多，无非还是利，名闻利养求，巧智机关尽，

此利非彼利，心正方能明，良师益友贵，诚信传家本，社会好风尚。道心即公心，概括说就是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之

关系，人们当有此同理心对待任何事情，那么社会和谐之风尚自当长长久久。 

共产主义大国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先秦时代中国式“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叫大同世界。在《礼记·礼运》

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

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意思是说大道通行于天下时，天下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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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有的。选举贤能的人，讲究诚信，重视亲睦，所以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子女看做子女，

要让社会上的老人安享晚年，壮年人能施展自己的才力，年幼的人能得到抚育成长
[2]
„„所以各种奸谋都杜绝了，盗贼

也不会产生，因而外面的门户不必关闭，这就叫大同世界，倡导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任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

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一种中国式的理想社会构想。到

了近代，《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中国式大同社会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依据。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社

会状态，很多人只权且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信仰，甚至还有很多人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作一个不能实现的梦。其是不然，

根据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关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物质财富极大

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有

人会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不能按需分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想要更多更多的财富，还有的人想要所有的财富，

这可怎么办，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注意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只是为满足人的必要生活生产所需的，后面还有两个

前提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促使的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这是实现共产的根本前提，也就是共产

主义是从物质资源分配和人的觉悟水平同步来说的，主义一定是精神层面的，共产是从资源分配方面说的，即是如此

还是有不少人断章取义去曲解，当然了其实现的过程是漫长的。人类从刀耕火种农耕文明时期走到了工商文明时代，

社会化的大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便利，尤其是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增添了

强劲动力。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最终克服，是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回归。《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说“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制为自身前提的人道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性的真正拥有，是人向

自身本体，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整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就是

讲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彻底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

与人之间对立的真正解决。大国学，先说说国学，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

子小舞”。“国学”是指教育机构，或指教乐舞的机构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又一说是指载于民

国时期的《国学概论讲话》这本书中，其中讲所谓国学不过是指中国的学术而言，以示和西洋的学说不同，涵盖了各

个学科体系，也可一句话概括就是先秦之学在历朝历代的生长与发展；对于国学当代台湾学者所提出的概念是具有中

华文化特色的学问，什么学问，做人做事的学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做人好，做事对；再有一说就是国人之学、立人

之学，立什么人呢，大处说就是爱国护国，有使命担当的人，小处说就是踏实做好本职工作，有家国情怀，能创新性

的发展利益社会的事业。在此说大国学非中国狭义的文化，是大国之学、大道之学。国家层面说即是独有以人类命运

为系托，担当负责为大国之学，此是大国之精神，大道是其正也。个体层面说，道者，天地之法则，人事之规则，“人

各有心、不能皆合”。人随道心，即大人也，格局自大，心胸就大，自然作为就大，人随人心，即是俗言小人也、小子

矣，格局小了、心胸小了，自然就生执着心、傲慢心、疑惑心、贪欲心，自然作为就小。大国学者当是开明的汲取名

相化的学说意识形态又兼容古今中外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智慧实践的优秀人文文化思想，即是大国学。 

2 道统社会学 

2.1 道统社会学简述 

道统社会学之缘起，为何叫道统社会学，社会和谐的根本是人们正能量的观念促进的，而影响人观念的是文化学

说，当个人名相学说碎片化盛行的时候，社会乱象就会频出，当然此“乱象”的说法是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合理满足基

础上的,是指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和不合理行为。如何正向的导人向善、做人明理做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人呢，当从

正当的观念开始，此是道统社会学的宗旨。 

道统社会学是道统精神下的有信仰的人文行为，其更是一种精神，一份大一统文化思想下的人文信仰，这种信仰

不是空洞的、虚无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实践。 

2.2 道统社会主义 

道统社会学亦可称道统社会主义，也可称作道统精神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统者人道也，人文也，人性

也，人伦也，做人做事合人道，具人文，有人性，依人伦，可以称得上圆满的道统人生，是真正的普适价值观、人类

共同价值观。而非当前的西方普世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观重点谈“自由、民主”，自由者以自律为基础、以他人之自

由为界限、以自我救赎为根本，就是说近乎圣人的修养才能说自由，凡人既不能自律又无法自主应当不断学习、不断

进步。绝对的自由民主学说准确的说更是一种泛社会学说、虚无主义学说。过度追逐会让人疯狂进而不断堕落。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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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等名相学说的影响，人与人的交往偏执于言词行为，沉迷于自我感官，执著于自我认知。

尤其是当今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多方面诱惑，物质的极大丰

富，伴随而来的更大问题是人们内心的空虚和精神的匮乏，把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性意识、人伦规则这些无形的

精神财富融入到当代社会结构的诸多治理方面是当代人们思索的一个重要话题。 

2.3 道统精神与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的来源和发展，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

也。”这里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动词“尊大”的“大”，“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

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本体，“一统”的本义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

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就是说大一统

的思想不是专制的思想，是从社会本体论来讲的，狭义地说是政治哲学的范畴，广义的说是道统精神的本义，是为维

护社会的有序发展而出现的，因此，最初的“大一统”概念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地域宽广、民族

众多、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大一统”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国家政统和法统的根本。后来才

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3]
。 

“大一统思想的时代使命”，“大一统思想”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社会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指导

当前时代的“大一统思想”，用民族文化的话说就是新时代的新仁政思想，指引着人们走向一个光明的时代，其特性就

是人民性，即人民的共同信仰。人人当归位、守道，工作负责任，事业有担当，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融入到时代的康庄

大道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国家富强添砖加瓦。 

2.4 名相化的道统社会学学说 

道统社会学是道统精神下的有信仰的人文行为。强调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人道主义、人性底限和人伦规则。为破

文字障碍,避免名相化，故取名道统社会学，为了深入理解道统社会学，所以以认知观的方式，具体化的去认识道统精

神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简述道统社会学学说。 

道统精神之大政治观（自民主和政治与政治学） 

一说政治，凡人大多认为与己无关，殊不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会与人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无论亲属关系、同

学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就会有担当的使命，当然相当多的人认为无所谓担当更无所谓使命，无非是过个生活，生儿

育女养家糊口，有的人浑浑噩噩一生，有的人孑然一身一生，有的人做了不好的事，当然还有的人成为了推动社会进

步的伟大人物，无论什么样的人生状态都会有担当都要有使命，无非是立什么样的志，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早期的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有了社会自然就有了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于是乎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还是要关注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国父孙中山说“政就是众

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一个社会的管理水平直接决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效，解决的好促进

社会和谐，解决的不好加剧社会的矛盾 ，可见新时代的公民也当有正确的政治观，因为其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先来了解一下政治与政治学的学科概念，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

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而发

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而政治学是以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它要求人们以客观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其研究的科学成果和结论对于人们认识政

治现象，掌握政治规律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对于抽象的概念不好理解，我们借用《政治的人生》书中所说“什么叫政治家？应该是具有至死不渝的信念、学

贯中西的知识、高山仰止的人格、高瞻远瞩的目光、百折不挠的毅力、海纳百川的胸襟、纵览全局的能力等等”。有信

念、有知识、有人格、有胸襟、有毅力、有能力这不就是君子之品圣人之为吗，可以说圣贤政治（道德政治道统精神

承天之道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合理的的社会治理。秉承的正是道统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即是道统精神下有信仰的人文

行为。 

对于政治学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门研究人性规律的学科，而历史上的众多悲剧正是很多人的人性泯灭导致的，可

惜的是，人们很难从冷酷的历史中觉悟。于是建立正确的个人政治观在当今时代也很有必要。通俗的讲个人意义上的

政治观即是个人的为政意识，什么是为政意识呢?第一就是表现在做人处事方面，古典小说《红楼梦》中讲人情练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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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说做人要好，做事要对。一句话讲当是做人有底限，做事有界限，什么样的底限即是人

性底限，即个人的欲望当建立在社会属性上的，是合乎人伦道义的；什么样的界限呢，做事要正善即正当合理，孔子

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荣华富贵，对我来说只是天上的一片浮云，毫无意

义。孔子认为富贵如不以道义得之，则没有价值。对做事的界限说的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第二就是表现在认知观方面，关于政治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认知观误差就是对于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普

通人认为民主社会腐败就少专制社会腐败就多，可是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民主社会和纯粹的专制社会吗？没有的，为

什么呢，首先认识一下民主与专制的学说本义。民主与专制一般是体现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即人民有发表意见、参

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的权利；落实到个人层面是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观、社会认知观能一眼辨识事

情是非曲直的圣人，这样的人提出的意见、参与的社会管理绝对是公心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是这样的人有多少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来治理社会，任凭一个人就可以提意见参与社会治理，人人都有私心都倾向于己有利的制度实施，

社会还能够有序发展吗，所以说所谓的民主选举民主制度的前提是人人都是圣人，否则所谓的选举无非是场操盘手下

的游戏而已，当然以上所说是指社会管理方面，并不是指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而不能去申诉解决。反过来说民主的前

提是己主，自己能够做的了自己的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有相当修为的人才能明了是非做的了自己的主，普通人的行

为大多是缘由自己的本能欲望驱使，利益驱使，何谈什么修养修为，更不用说没人的时候也能坚守道德了。 

再说说专制，专制即君主独自掌握政权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操纵一切。想想若是真的如此的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又能维持多久的稳定呢，在《历史的教训》这本书中就阐明了一个道理，是人性改变了历史，而非历史改变了人

性，所以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最适合其本民族本土社会治理的政治体制就是最好的社会治理。说到这里很多人会以王

朝更替社会变迁加以说辞，可是此说法不正是专制成分过多导致的吗，尤其是中华文化下的王朝更替社会变革，那一

次不是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发展呢，站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角度谈永恒不变的社会体制不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

人专制主义吗，《共产党宣言》中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至于坐在办公室里死读书的所谓公知分子宣传的专制是最不好的社会制度，民主是最不坏的社会

制度，民主更能有效减少腐败，也无非是个人学说层面上“演员行为”而已，实质只是资本和权力哗众取宠的游戏而

已。要想社会真的治理的好，圣人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已经给出了实践性的智慧，不但给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借鉴着其中的思想智慧调和着社会的矛盾，好似用着社会主义的精神做着资本主义的改革。

概括起来大概三个方面，第一，注重有序生产和社会福利，即生产力水平和民生保障，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人的基本生

活，生老病死的关注度决定人们的幸福指数。为更好更有组织更快速更为全体人民着想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讲了“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

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要

理解其中的智慧可是真的不容易，需要人有相当的觉悟力，跳出自我本能、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所谓自由主义意识

形态旋涡，当有家国情怀意识、当有使命担当心志、当有为民服务胸襟等基本人文道义素养方可。如此还要另两方面

的社会基本架构，民主法治和人文教育事业。第二民主法治化管理，注意是民主不是己主，一说民主就会与个人主义

混淆，民主是为人民做主是大道为公的，是公心不是私心，此是为自民主。法治化又是强调公心的治理，古人叫隆礼

重法治。第三推崇人文精神的教育事业引导人们自我的救赎自我的觉悟，此是最合理最现实最人性化的社会治理架构，

中华上古圣贤们早就悟出了此理，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阐述，我辈当躬身实践，承继圣人志，自力更生、

自强不息为建设美好社会不断努力奋斗，铸就新时代的仁心王道。 

道统精神下的大政治观表现在个人层面就是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修身观。有自民主的为政意识，即明辨是非

的理性判断力，和断恶修善的意志力。用中国历史上的全能大儒王阳明的话说人的一生当是如此之使命去进德修业，

什么样的使命，“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明理“道心”与“人心”

之根本，明了“无私”与“自私”之实践，做人做事常反省会反省，懂实践能实践。大政治观表现在社会层面，当是

凝结了一切正向能量的、促使社会均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新时代下的大政治观，促就了社会的风清气正，生产有序、和谐稳

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政者，从正从反，将正向能量的价值观推行于世即是一个好的执政者。孔子曰：“举直

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说：“推举正直的人去管理邪枉的人,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推举邪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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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管理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会拥护你。”可见正直的人执政是改良社会风气最快速的办法之一，在古希腊思想家亚

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章中说“凡所见之城邦皆为某种共同体，而一切共同体之建立皆是为了某种善类。人类的

所有行为即是为了得到心中的善。既然所有共同体都以此为目的，那么代表最高、涵盖最广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所追求

的一定是至善”。此段话所表达的意思融通了中西方思想的源头，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总之，道统精神下的大政治观是为了启迪现代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具备为政意识和自民主情怀而提出的，自民主靠

的是民众的独立人格和人文思想，唯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会慎独慎行，心有志向，不偏不倚。无论他是靠双手劳动

的小商贩，还是身兼要职的达官贵人，或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企业家），还是虚怀若谷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有自己

的事业，都有为这份事业坚守的一种人格底限。小商贩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害民，拒绝假货，赚的是良心钱，睡的是

安稳觉；达官贵人不仗势欺人，不为非作歹，不贪污纳贿，不伪善装好，为官一任，愿意受民监督，为民服务，敢于

公开，乐于批评，听得进意见，容得下异己，装的下私怨，才能真正的贯彻民主，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富商

巨贾（企业家），不官商勾结，不回扣贿赂，不为富不仁，而能够热心慈善，发展实业，注重创新，尤其是核心技术的

创新，真正能做大做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知识精英，做学问，不剽窃抄袭，不搞学术权威，注重思想交流，理

论创新，利国利民。为政意识当是促就社会制度为人民提供一个机会平等、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发展平台，不因为

个人权势，集团利益等影响贤能人才或仁人志士的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国家富强美丽。 

3 自然道统论 

自然道统论，遵循法自然的大道，承继法自然的精神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问题是谓自然道统论。《新国家主

义的经济观》中讲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丛林法则的精英主义与消费主义。遵循法自然的大道，承继

法自然的精神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采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1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劳动

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这个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建构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自然

对人的压迫，人对人的剥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文化中讲天人合一，将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

律进行类比，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的系统化实践思想。人类生活当遵循此理向大自然学习。 

3.2 人与自我 

人与自我，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未生我时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困惑了很多很多的人，

人人都说要做好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其实做好自己是“为人”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认识了自己，认清了

自己的人才能真正的超越自己，合乎人规。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自己。那么如何做好人呢，正人伦守道义，诚信

是人之根本（做人之本），信者是人道之门，如何守住诚信呢，当以不贪私欲为起点，合乎规则为界限，忠于道义为根

本，忠者持中道之心，中道之心就是存天地心，抓住了自己的心，明白了自己，就会忠于所为，坚守诚信。智慧是入

世之基，入世者当知止，当知道事情恰到好处的点，当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随机应变不是投机取巧，随者随顺，机者

机缘，应者应对，变者变通，随顺机缘应对变通，临事能断，临事当断，临事会断。放空一切，实在当下的雅量，认

识自己，了解自己了，方能立己利人，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 

4 结语 

共产主义大国学简论阐述了人心与建构社会生态的诸多方面论点，倡导把立人之道、为人之道、树人之道嵌入到

社会生态系统的末端。为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文明持久延续提供借鉴性的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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