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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ith of Tian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iths which evolved 

from the ancient worship of Ti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manifes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aith of Tian have been changing gradually. Affected by it, 

the mind and behavior of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constantly regulated, forming a 

unique social mentality in China today.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faith of 

Tian, while promoting Chinese people to form positive, rational and peaceful social 

mentalities, also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breeding of negative social mentalities, 

such as power worship and anxiety.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faith of Tian and its 

impact on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new era will help people hold a 

rational view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tivate people to identify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faith of Tian and to discern the negative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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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道思想由古时的天崇拜思想演变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天道思想

的表现与意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受到传统天道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及

行为不断得到制约与规范，逐渐形成了今日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社会心态。作为

一种传统文化思想，天道思想在促使中国人形成积极进取、理性平和的社会心

态的同时，也对于权力崇拜、焦虑等不良社会心态的滋生具有一定影响。通过

从社会心态的角度了解传统天道思想，分析其对新时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影响，

有助于人们理性看待传统文化思想，促使人们秉承扬弃精神，认同并发扬传统

天道思想的积极方面，分辨且摒弃其消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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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至高崇拜。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种控

制百姓福祸、国家兴亡的神秘力量既惩恶又扬善。天道思想由古时的天崇拜演

变而来，古人将世间万物的变化归因于天，认为天具有无尽力量，可以洞察一

切人类活动，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之神，但又可望而不可即。在这种思想下，人

们提倡自律自觉，注重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相

信即使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也会受天的制约，以人为本，以天为则，顺应

民意的君王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违背民心的君王最终

将被百姓抛弃，受到惩罚。因此，天道中的天，也指民心。如今，在为中国现

代化确立现代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天道思想仍具有重要价值，倡导文化自觉、

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需要我们重视天道思想［1］。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的意义愈发深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愈发迫切。社会心态是展现

社会整体精神面貌的指向标，反映一段时期内人们的利益及需求［2］。中国人

的社会心态则受到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以往研究基于天道思想的发展及

特点探讨其价值观念与意义，本文以社会心态为关注焦点，探讨传统天道思想

对新时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影响。

2  天与传统天道思想

2.1  中国人心中的天

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古代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农民是社会中的绝大

多数。由于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天气对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庞

大的农民群体甚至整个国家只能“看天吃饭”。若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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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民安；否则，将颗粒无收，内忧外患。天对古人的为人做事有很大约束力，

古人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天气的变化，无法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更加无法补

救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损失，因此古人敬畏天，从而将世间万物的变化归因于天，

认为天具有无尽力量，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之神，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君王自称

天子，寓意天之子，正体现了天子要顺应天的旨意，掌控天下苍生。历代皇帝

都要举行神圣庄重的祭天大典，足以见得古人对天的敬畏。

不仅如此，天以至上神圣的形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认为天

是万物的终极起点，对宇宙万物起决定作用，是世俗政治秩序、人伦道德的最

终依据［1］。因此，天被认为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核心。古人愿意相信天是

有意志的，这种控制百姓福祸、国家兴亡的神秘力量往往惩恶又扬善，风调雨

顺是上天对善行的恩赐，须怀以感恩；天灾人祸是上天对恶行的惩罚，须加以

警醒。对于君臣百姓来说，只有具备高尚的品德，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

才能实现自身境界的超越，得到上天的认可与帮助。

2.2  传统天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天道思想由天崇拜的思想演变而来。学者公认最早提及“天道”概念的文

献资料是《左传》［1］。在春秋时期，天道是指天体星辰的运动规律。老子认

为“道”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体现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在古人的观念中，天

有人格化的特征，人们认为天是造物主，是一个终极存在，还是万物的终极来源，

因此天是政治信仰及国家权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3］。后期道德元素逐渐

融入其中，人格化特征不断弱化，天的道德属性更加凸显。天道是规律、法则，

是规范、正义，它高于一切人的意志，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制约宇宙万物和人

的行为［4］。受到诸如宇宙机械观，彗星科学解释等多方面影响，天道思想的

表现形式及功能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5］［6］。

从孔子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真正决定政治兴衰的是那些具有仁义道德的圣

贤人物，而不是仅仅掌握了军政大权、发布命令的特权人物，他们与自然万物

和普通民众在道德面前都是平等的，为政之道看似是文王、武王之类国君的权力，

但是在本质上却受到人道伦理的制约，如果没有仁义伦理的制约，就一定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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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礼坏乐崩的天下大乱［7］。正如《尚书·蔡仲之命》中记载的“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道中的天，也指民心。以人为本，以天为则，

指的便是君王要顺从民意。人们认为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顺应天道者昌，

逆反天道者亡，王朝末年的统治者往往伤天害理，无视天道，因而造成“人祸”［4］。

在“代天行权”，“为民立教”这一政治信仰的支撑下，圣贤对政治权力的定

位并不是君主本位的，而是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三层同心圈的权力本位，

其可转化为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主客关系，维系天、君、民三

者关系的是道德伦理，而无论是上天的权力还是君主的权力，均聚焦于人民［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近代西方提倡的人本主义思想也有紧密

联系。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之重点在于人不受外在力量或命运的主宰、人并

不是神的奴隶，人是需要靠自身不断的道德品行修养而得到提升的，决定每个

中国人命运的根本因素其实是自己的德行，这也就是以“德”为本［8］。国君

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即人道之“礼”来治理天下，《礼记·丧服小记》中的“亲亲、

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这句话便印证了这一点。国君只有

在行人道时，如《礼记·礼运》中记载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一般“谨于礼”，“以

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才能使天下人安居乐业，

使国泰民安。古人将内化的“诚”或“德”称为“天道”或“天之道”，又将思“诚”

与行“善”称为“人道”或“人之道”［9］。由于人道的精神本原是天道，而

“天道赏善而罚淫”，因此国君必须以天道为本制定礼法，以之为行人道的保

证［1］。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关系，

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

天道思想作为民间信仰形式的一种，其历史性研究要多于现实性关注，因而呈

现出较明显的“厚古薄今”特征，忽视中国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现实实践［11］。

由此看来，对传统天道思想等民间文化的现状研究尤为重要。

3  文化与社会心态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便会成为人们生活的

一种客观环境，进而塑造、影响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某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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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人们会形成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特定的

文化心理结构会时刻影响人们的心态。当文化传统改变时，文化心理结构及社

会心态便会发生改变。文化传统不仅影响个人的心态，而且影响生活在特定文

化传统下群体的心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

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社会心态的研究是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边界的拓展［12］。社会心态

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

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13］。通过人类的社会化过程，文化传

统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便得以实现，在社会化发生的过程中，各种传统文化因

素不断渗透，逐渐融入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心态模式；

同时，文化传统的发展变化通过社会心态表现出来，对社会心态产生影响［2］。

不同文化传统对社会心态的影响不同，如处于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受到不同

文化传统的影响，其社会心态表现各异。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人的传统天道思

想在封建文化中不断发展、巩固，促使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秩序。

受到天道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心理及行为不断得到制约与规范，逐渐形成了中

国人特有的社会心态。

4  传统天道思想对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

天道思想这一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社会心态表现出积极的影响作用，有利

于中国人保持积极进取、理性平和等良好的社会心态。

4.1  积极进取的心态

古时的天崇拜思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宗法制的产生与延续，而宗法制则是

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石［14］，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社会

有序性以及追求高尚的品格，使人们相信提升道德修养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古

代中国虽然没有形成清晰的“主权在民”思想，但古人提出了“民为邦本，本

固邦宁”等主张，并借助上天信仰表达上天“立君为公”，君主应“执政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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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古代的政治理想与权力伦理提供了相对合理的思想基础［3］。有德行的人可

以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从而成为国家栋梁，飞黄腾达。贤能超群的人甚至能够

主动取代君王，成为天子，从而掌握无尽的权力。而对于君王来说，只有体察民情、

惠及百姓明君才能君临天下，与人民背离、无视百姓利益的君王最终将被贤者取代。

究其原因，古人认为君王受之天命，理所应当是天的代表，体现绝对正义，因此

君王必是顺应百姓，勤政为民。于是人们相信这样一种因果报应，即天洞察世间

一切，施予人们公平的赏罚，只有具备良好的行为修养与高尚的道德品行，历经

重重考验的贤士才能成为人民的领导者，领导者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只有

不断追求卓越使人民满意，才能顺利行使权力领导人民，使国家兴旺富强。换言

之，人们认为天是一个无形的善恶有则的裁决者，君王有德，天就授命，君王无德，

天就改授。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也是如此，人们相信只有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收获，

如 2013 年一项关于勤奋度的国际调查显示，中国的勤奋度排行位列第一，这正体

现了新时代中国人自觉自律，积极进取的心态。

4.2  理性平和的心态

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人持有较高的一般世道正义观，并且（灾区民众）

一般世道正义观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

依据他人参照或互依视角，更相信现世是合理的，相信这个世界整体上善恶有

报，但就个人来说，生活却充满不幸、需要不断改变［15］［16］［17］［18］。

2019 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 27 个参与调研的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受访者对本国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四类主要机构的信任度均位

居榜首，综合指数也位居第一，且对政府信任度已连续三年位居首位。由此可见，

相比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更相信由天主宰的现实社会是合理与公正的，上天

“立君为公”，君主“执政为民”，在面对困难、压力或是逆境时，人们更有

希望与动力做出改变，等待转机。此时，他人参照的正义动机或一般世道正义

观起到了有效的压力缓冲和生活激励作用，这使得中国人感到更加平和，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各种心理矛盾。并且，由于相信现实社会是公正的，中国人则更

加注重自我修养的提升，更愿意行善人善事，寻求善报［19］。贤人志士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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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赏识、身处逆境时，更要独善其身，坚持自己的远大志向，反思自身的问题，

及时察觉改正。研究显示，“上帝”的情感表征高于“天”，对“上帝”和“人”

概念的相似性理解使人们对“上帝”有更多正向情感上的反应，“上帝”比“天”

的概念更人性化［20］。由此观之，天道思想相对于上帝信仰而言更为理性。

这种福祸相依、天道酬勤的动态价值系统既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对现实世界的

接纳，又提供了人们动力改变命运，让人们更相信世界是合理公正的，使人们

更开放包容，怀有更多信任，体验更多的主动感与获得感，从而保持平和的心

态［18］。

5  传统天道思想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然而，天道思想也会对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随社会的发展，

不良社会心态如紧张焦虑、心浮气躁、麻木冷漠等的加剧与蔓延会对社会进步

起到阻碍作用，影响人们的健康发展，人们应当对这些不良社会心态加以警惕。

5.1  崇拜权力的心态

受天道思想的影响，人们注重道德修养，相信只有贤人志士才能掌握一个

国家的最高权力，这自然而然滋生了中国人的“恋权情结”，恋权情结表现为

人们对于权力的趋从，在中国古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

都费尽心力求取权力［21］。即使是今天，人们也深受这种“恋权”传统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根深蒂固便是最好的例证。不仅如此，中国每年都有庞

大数目的毕业生报名各类公务员考试，在社会各行各业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今

天，很多应聘者仍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认为官越大则权力越大、好处越多，宁

愿“挤破头”也只愿为官从政，这种现象在很多西方国家是罕见的。由此观之，

天道思想一定程度上给助长了中国人崇拜权力的浮躁心态，面对这种不良心态，

人们更应该树立远大目标，脚踏实地，提升自身的思想认识与道德修养。

5.2  焦虑的心态

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雷格斯全球企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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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超七成中国内地的职场人士与超半数中国香港的职场人士认为，自己

感到压力比上一年更大。另有多家权威网站公布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访者常用“烦躁”“郁闷”“压力山大”等词语描

述自己的负面情绪，超六成受访者自称长期处于负面情绪状态之中，焦虑程度

逐渐加深［22］。可见，焦虑心态已在中国人心理蔓延。

“佛系”或者“丧文化”等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国青年群体当中消极遁世的

文化。佛系其实是处于巨大社会竞争力与挫折之中的青年群体自我效能感降低，

从而体现出的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它带有丧文化的情绪，无欲无求的背后透

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甚至是自我放弃的情绪和心态［23］［24］。

丧文化更是反映出当前青年的精神特质和集体焦虑［25］。处于快节奏的生活

方式中，焦虑不仅表现与青年群体，它更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社会心态。不良

心态的蔓延一定程度上受到天道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只有不懈奋斗才能收获

美好未来，并期望能通过自己的实际努力取得进步，通过不断积极进取来获得

理想的生活，人们更是希望付出就会有收获，但由于生活压力的增加，很多人

在现实中历尽千辛万苦却仍然四处碰壁。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不均、就

业门槛、贫困世袭、财富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分层

凝固、社会流动缓慢等一系列社会不公现象，使人们产生了相对剥夺感［26］。

面对激烈的竞争，人们内心的失落感、孤独感、无助感和无力感加重，短时间内“现

实自我”无法满足“理想自我”，便采用“防御性悲观”的态度作为自我保护策略，

即大幅降低期望值，从而避免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否则在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

人们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长此以往，人们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对挫折感

到麻木，失去奋斗的动力。然而面对焦虑，人们更应该对自己有正确合理的认识，

不断反思，总结经验，主动应对问题，迎接挑战。

6  总结与展望

社会心态存在于社会成员整体之中，它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并

通过不同方式在社会成员中得以体现。不同文化对社会心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天道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天道思想一直在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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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

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

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

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从传统天道思想的角度研

究中国人社会心态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促进作用，也有助于深入了解

和把握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寻找问题的突破口。系统

探讨社会心态问题有利于化解当前社会中的不良社会心态，促进培育更为奋发

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健康社会心态［2］。在天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

人更注重道德品行修养，更重视人民的意愿，更积极进取，开放包容，拥有更

为平和的心态，但同时，人们崇拜权力以及焦虑的心态也更多地显现出来。因

此，在新时代下，天道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应得到更多科学的分析与解释，

这有助于人们认同并发扬传统文化之精髓，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蕴藏的

丰厚心理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从而为培育更为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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