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商鞅治道为借鉴，推进国家现代治理建设 

方立 
 

《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的作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叶自成先生是位治学勤奋严谨、著作等身、令人尊敬的学者、

大家。《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是叶教授继 2013 年出版《华夏

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中国崛起-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历史》之后，

对老子、孔子、商鞅这 3 位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思想家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同他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出版的《老子新视觉解释》、《老子政治哲学》都是姐妹

篇，也都是对华夏主义思考的继续。叶教授的新著出版发行是学术界—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 

首先，通过对商鞅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和借鉴，在拓展华夏主义研究的同时，

为我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将自己的政

治见解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他的长处在于依法治国，在治道上达

到了很高水平，在治理三农、官吏、军事、社会等方面，都有精彩的理论和实践，

治道思想丰富。毛泽东主席评价商鞅之法为良法，认为商鞅是“求其利国福民”

的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司马迁评价商鞅时期的秦法行之 10 年，“秦民大悦，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西方学者汤因比、福山等人认为，商鞅是人类现

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最早开拓者奠基者，早于欧洲 1800 年。叶教授将商鞅

变法治秦放在人类历史大视野下，既从宏观方面介绍了商鞅治道的历史意蕴、思

想渊源、历史环境、历史脉络、整体方略和路线等，又从具体方面介绍了商鞅治

道在君权、司法、三农、军队、官吏、商业、国家、社会、民众等领域的内容，

对商鞅开拓创新的国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而严谨地总结了商鞅“治世不

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精髓和改革创新精神。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时代，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和借鉴商鞅治道的精华，从老祖宗那里吸取智慧，

适逢其时。我们相信，叶教授的大作，为我们从老祖宗思想中吸取法治智慧打开

了大门，一定能够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第二，对商鞅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和借鉴，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



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沃土。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话说，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

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

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2013

年 12 月 26 日，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历史就是

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

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

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4 年 2

月 17 日，他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

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统、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

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2013 年 8 月 19 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宣传阐释中国特色，

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

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

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

广泛现实基础。商鞅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商

鞅作为早于欧洲 1800 年的人类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最早开拓者奠基者，

通过对商鞅治道的研究和宣传，一定有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自

信。 

第三，对商鞅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和借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伟大复兴。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

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 年 2 月 17 日，他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说，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



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精神弘扬起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伴随着产品、资本、信息、人员等在世

界范围快速流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断交流、碰撞、创新、融合，

甚至消亡。文化力量的强弱，已经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一

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保持其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通过文化创新赋予其鲜明的

时代特征，不仅关系这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也关系这个国家或民族前

途和命运。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东移，对中华文

化的感召力、凝聚力、亲和力提出了重大考验。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的想法，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相适应，要提出文化建设的四化目标，这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世界文明有益成果本土化、科技创新知识成果生产力

化。如果文化建设把这“四化”化好了，就一定能够使中华文化的创造站在更高

更宽的起点上，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结合新的历史条件，

使社会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同世界进步潮流相适应，并且在此基

础上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更具有积极意义。

对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精髓和改革创新精神的研究和宣传，

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