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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先秦政治秩序转型
与建构的学术回应
!

萧
!

斌

摘
!

要!荀子学术成长的#战国末期$%正值中国早期国家宗族#共主$的王权社会向专制

皇权社会转型即告结束的前夕&七国竞锋%诸子争鸣%开创新意识形态刻不容缓&荀子依

#天行有常$创#性恶论$%在学术批判中吐故纳新%深化乃至改写了儒学的#礼论$&荀子高

举#法后王$的旗帜%隆礼尊贤%德法并举%求内圣外王之治%促先秦儒家浴火新生&

关键词!政治秩序'先秦'性恶论'荀子

从孔子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这
1""

年%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由分向合最激烈而深刻的时

期%也是伟人辈出的时代&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学术大师的荀子%其崇高人品(渊博学

识(超拔才智及创新精神%在回应先秦社会转型政治秩序建构和追求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

设想等等方面%都在先秦树起了最后一座高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十分独特

的珍品&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

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荀子的理论与实践在今天的意义%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

忘记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

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

一(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变法求合$

)一*春秋!#礼崩乐坏$蕴藏的文化奥秘

公元前
22"

年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前后历经
/3$

年&后代历史称它的特征为

#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据有关资料记载!春秋连年的兼并战争不下
/""

年%各方发动的

军事行动约
0""

次%灭国
!""

多个%所剩仅齐(晋(楚(秦(中山(吴(越(鲁(曹(卫(宋(郑(

陈(蔡等
!$

个主要国家及其附庸'

10

个诸侯君主被杀
)冯先知%

/""&

!

%/

*

&明明是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血淋淋景象%为什么要加以文气十足的描述+ 难道说没

有#礼崩乐坏$几个字就释怀不了#天下大乱$之义+ 论者愚见!确乎如此, 不讲#礼崩乐

坏$%就难以判断春秋大乱的性质'正是这种判断力%方显我古代先贤深谙文化奥秘的政治

智慧&

从上古保存下来的资料看%中国古人早在
$"""

多年前)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早期*%

就明白了战争的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而引导战争并将其凝固存入历史的都是文化%所以

!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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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活动最具首位意义的东西'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中%如果不进行适时的文化整合(不

用新的意识形态涵养人的精神世界%任何政治统治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时代之前的上古中国%取得了

战争胜利的族群%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就进行过两次文化大整合&第一次发生在从原始社会向阶

级社会大转型的#五帝时期$%即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建立起包括千百个大小部落社会构成的以

他为大首领的酋邦大政治共同体时期&当时共同体内#民神杂糅$的部落文化纠集%常常闹出#九黎乱

德$之类的逃脱(背叛事件%严重妨碍了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为了排除过时文化的干扰并形成新的#神

权政治$意识形态%颛顼继黄帝之后进行了#宗教改革$%将#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的部落小文化%整合

成酋邦大首领掌控的#绝地天通$的新文化)-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以便顺利建构转型

政治秩序&

第二次文化大整合发生在西周初年%即周公)旦*设计-周礼.)西周#设官分职$的体制蓝图*时期&

它所遵循的价值观念与设官分职的方案%是对夏(商两代宗法社会实施#礼治$经验的总结&它虽然还不

是现实的社会制度%但对西周执政者确立统治思想和具体形式极具先导性&孔子对-周礼.十分赞赏!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

政.*作为宗法文明基本经验的结晶和最完美文本的-周礼.%支撑并促进了西周前期两三百年的繁荣与

发展%以至族属殷人的孔子都心悦诚服#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且自述常

常梦见周公'对往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代为什么会出现#礼崩乐坏$+ 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与-周礼.的价值

理念及其具体操作规程中存在一些自身难以纠正的致命缺陷有关&-周礼.架构在分封制与宗法制两块

基石上%是西周初期迫不得已而为'可它后来被神化(僵化和永久化了&其最不能容忍的一是爵位与财

产的嫡长子继承制'二是官吏任用的#世卿世禄制$)世官制*&它们是西周政治价值最脆弱(最黯淡的斑

痕%既僵化了政治体制运转%又预伏了#争位乱国$的根苗%必然是#礼崩乐坏$最先坍塌的部位&随着时

间推移而-周礼.日渐崩塌%周王又没有革新的思路而坐以待毙的时候%反映#礼崩乐坏$形式的#天下大

乱$%就会替它出示隐藏的文化奥秘!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反面%-周礼.义尽%造反有理,

)二*#战国$!#七国$争雄是#变法求合$时代主题的展现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国人熟悉的-三国演义.开卷词&如果说前
1""

年的#春秋$

是转型求变的#破冰之旅$%在#合久必分$的失序中%无法无天地破坏旧制度'那么%历史进入#战国时期$

)公元前
$20

年0公元前
//!

年*%这
/0"

多年的路径则是借助#旧瓶酿新酒$%在变法建制(谋统求合的

理性选择下%#七国$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各自做了不同的探索&当时秦(楚(齐(燕(韩(魏(赵争相一统

天下%为富国强兵而招贤纳士%促使诸子蜂起%各驰其说'一旦深入时代主题的关键性思考%例如!用什么

思想来指导谋统求合+ 采取何种方式方法#建国君民$11各派学术巨子会如数家珍似的使你头昏眼

花&因此%要明白战国晚期的急迫任务是什么%一要向#春秋的破冰者$请教%问问破旧制的程度有多深+

二要向第二次文化大整合请教%看着他们古文化是怎样去粗取精(扬弃糟粕的+

春秋之#破$比较彻底&其前提是人们把#宗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看穿了%对它#理性化为

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认识已日益清醒%表示人们已模糊地意识到#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

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

)马克思恩格斯%

!3305

!

&!%

*

&这就是说%西周的生命将要走到终点%但它又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大师$只好请

出#武器批判$为它送终&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首先是生产工具*已在旧母体内获得了长足发展!

西周晚期开始发现并使用铁)当时称#恶金$*制农具%春秋的牛耕技术发现和推广以及手工业(远程贸易

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等等%已经在物质(技术上为新社会的诞生奠定了初步基础&

至于#王有土地所有制$的存废问题%早已被春秋的#流血政治$解决了&这是因为!)

!

*西周的#王有

土地制度$本身就包含了私有制成分%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经授土授民以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

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实上授土授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了11领主们的所有权%天子是不该

无故侵犯的&$

)范文澜%

!3&0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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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弭兵大会$)公元前
0$&

年*之后%中原各国几十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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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战争%但各诸侯国内大夫兼并空前激烈&对土地和财产相互巧取豪夺%早已把国有土地和新开辟土

地与财产收归私人所有了&)

1

*在战国晚期尚存的各诸侯国已相继称#王$'#王$也就名存实亡了&有鉴

如此%时代向#战国末期$提出任务!从除旧布新的角度看应是创新%特别要认真总结魏文侯(楚庄王和秦

孝公几位君主变法图强的新鲜经验'从#软硬兼施$的角度看%有作为的君主应在继续发展经济(增强硬

实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抓思想理论的#软件建设$%搞好第三次文化大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亨廷顿(

哈里森%

/"!!

!

%

*

的建立%以形成#利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从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学术范式来看%器物革新

和制度重建两个层面的转型%已在逝去的
0""

多年中较充分地展开了%正向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发展'

但涉及新的统治思想这个核心文化的转型%总体上还斗争尖锐%被诸子闹得是非纷扬%见仁见智&即使

是秦国%虽然坚持商鞅#严刑少恩$

)司马迁%

!303

!

//1%

*

的理念与政策不动摇'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副

作用已在构建未来政治秩序的蓝图上%投抹了颇重的阴影&因此%适应新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尤其是

#利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树立%是摆在七国执政者和诸子百家面前最急切的任务&

二(荀子立足于#儒$(兼收百家之长的#文化整合$

)一*决定人类进步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文化$难以界定%其定义就不下两三百种&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

作用000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地声明!我们是从#人类进步$切入点来关注文

化的%#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

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亨廷顿(哈里森%

/"!!

!

%

*

&

回到中国古代来说%#春秋之季%孔(老(墨三家并作%其思想学说%为春秋以后一切学术之源泉$

)孟世杰%

!33/

!

1&1

*

&进入#战国$%时代主题从#分崩$转向#求合$%潮流的主旋律是争#富国强兵$&孔子

谢世以后%诸子之术蜂出%价值观百花齐放&-汉书/艺文志.载!先秦诸子约
!%3

家%大类分为
!"

家)对

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刻者仅儒(道(墨(法*&经过
/""

多年各学派几代宗师奔走驰说%思想学术空前活

跃%为重建礼乐政治秩序所需要的关键因素%即整合成新的价值文化提供了深厚基础&

在当时利益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企图把新文化整合成#价值一元化$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形成主流

价值的政治文化则是有条件的&#主流价值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它#不过是以思想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

!3306

!

3%

*

&创建这种意识形态文化既有在政治实

践提供的样板%也有政治理论上的机缘&所谓#样板$%是指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而治理的秦国&商鞅

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所

谓#理论机缘$%即以儒家为主干的#长治久安$派%其中儒家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孔子认为#霸

道$不善%催生了好利忘义的价值导向%#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

胜也$

)孔子%

/""3

!

!!

*

&孟子鄙视齐桓(晋文称霸%认为治国的正道是行#仁政$%前提是#修身为本$)-四书

/大学.&而道家主张则是#无为而治$%回到#小国寡民社会去$&另一以法家为主干的#速胜便利$派%

其中法家主张#霸道$(反对#王道$&商鞅视仁义道德(礼乐教化为#异端邪说$%认为如果国有礼(有乐(

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此#十者$%则#上无)法使民去*战%必削至亡'国无十

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商君书/去强.*&他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刑赏$的政策工具上!墨家争取

#天下太平$则另有思路%即区别战争#义$与#不义$的性质%对那些#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

人$的暴王之战%天下豪杰要秉承#天志$而发动#义战$以制之%求取#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

)墨子%

/""2

!

!/&

*

的清明世界的到来&

诸子争鸣犹似大浪淘沙!)

!

*各学派的思想观点多少都有些变化%既有对原先学术观点的修正与扬

/

2

/

!

论者认为!其中最有意义的政策%一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二是推行群县制)全国始设
1!

县*%着手

建立中央集权的治理体制'三是推行度量衡统一的制度'四是实行按人口征收军赋的制度'五是抑制大家族发展%着手改良社会

风俗%等等)参阅司马迁!-商君列传.%载-史记.%中华书局
!3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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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也有对外学派思想的批判与吸纳')

/

*有的学派拆装重组%或者改换门庭%或者销声匿迹&例如%在争

鸣中阴阳家与思孟学派合流归于儒家'经过孟子的批判%农家一部分归儒(一部分成为隐士归于道家'纵

横家长于言辩外交归于名家%而名家最后又归于道家'墨家在争辩中逐渐由失势到秦汉后失传'法家源

流长且具稳定的继承性%最后经韩非集其大成而变成秦始皇治国的指导思想%等等&因此%从政治文化

争鸣的角度来看%战国末年实际上是儒(法两家之争&儒家虽处劣%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

语/子罕.&荀子在儒家面临生死的关头坚毅地顶住外界强大压力%以#君子必辩$的巨大学术勇气批判

儒家内外的#奸言邪说$%高举#隆礼尊贤$旗帜%用革新的礼乐文化教育弟子(影响社会%挽狂澜于既倒&

)二*造就荀子兼收百家之长的主客观条件

郭沫若先生称#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

的大成11他2始乎诵经%终乎读礼3%六经之传自然有他的影响在里面了&但公正地说来%他实在可以

称为杂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

)郭沫若%

/""$

!

&$"

*

&面对战国末年的严峻形势%荀子运用在齐国稷下学宫三任祭酒!历练的人生经验%运

用他在齐国前后迭加长达
10

年打造的#兼收并蓄$的荀学优势%运用他的广见博识以及大无畏的学术勇

气%毅然决然地担负起复兴儒学(整合文化的学术职责&杜国庠先生指出!战国末年要求实现文化大整

合%几乎是各家共同的一种思想潮流&#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他的诸子批判往往是恰当的&

因为没有批判就不能综合%没有批判也就没有发展&11荀子识力超拔%态度谨严%足以负担这一总的

批判的任务'也正因为他实践了这一任务%所以他才能建立起那样规模宏大的学说体系$'还#由于他的

那些批判%使先秦的那些学说思想遗留下总括的迹象$

)杜国庠%

!3&/

!

!3!

*

&杜老精准地论说了荀子的条

件与风格%我们还可以从四个侧面作点补充!其一%荀子年少#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为日后精修儒学打

下了深厚基础&在稷下学宫前后几十年研磨(比较(批判的学术历练中%更深透地认识和理解了儒学的

精髓%全面把握了儒学内在体系结构同时代发展要求的复杂关系%明确了它与时俱进的方向&因此%他

在游说秦昭王时就底气十足地阐明儒效)作用*之益'当着秦相范雎的面敢斥#秦国无儒$之#病$, 其二%

稷下学宫不但是战国末年学者的俱乐部(天下的学术中心%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信息中心&#荀祭

酒$既有条件从内部万千学子那里了解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集聚对天下大事交合变离的现实资料'又

有条件在接待各地(各学派来访的头面人物中%了解和把握各地(各学科研究的动态%进而把收获的新信

息(新知识(新成果及时充实到自己的研究中%使眼界更加开阔深远%思想更加敏锐缜密%研究成果更加

接近现实需要&其三%胡适先生说#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

)胡适%

/"!/

!

1/0

*

&荀子主持学

宫的内容之一%就是当好几代齐王#议论国是$的政治参谋%为齐国内政外交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理

论资政$既在某种程度上把荀子推向了政治#风口浪尖$%他必须下工夫去深入研究现实问题'而在当时

体制(机制下又给荀子带来厄运&其四%荀子所处的环境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无时无刻不受奸佞小

人的暗算&他在齐(楚两国多次遭遇不幸之后%怀着对人性丑恶的痛恨而辞官归养%同弟子们一起整理

文稿直到逝世葬于楚国的兰陵&

三(荀子在#天行有常$的视域中开创政治秩序学说

)一*荀子在批判中吸纳百家之长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易大传!2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3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

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司马迁%

!303

!

1/%%41/%3

*

%可见他深谙#文化分合$的玄机!既然

六家之争是#务为治者$)寻求大治为目标*%文化整合就具备了认同的前提'但他们作为传统文化典籍的

守护者(现实利益的代表者%在认识和具体操作上因环境与条件不同%故汲取传统文化资源时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便开出#从言之异路$的#百虑$局面'在讨论现实(研究对策(谋求出路时%更受各自价值观及

利益的影响%出现#有省不省$的争鸣现象%实为社会转型之不可避免&

/

%

/

!

祭酒%即学宫的主持人&荀子在齐国前后生活了
1"

多年%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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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认同和几百年碰撞与初步融合的现实基础%荀子实施整合的办法是#抓大放小$%即舍弃具象细

枝末节的纠缠而#趋宏取精$%着重对学术根基虚浅(认识蔽塞等进行批判&例如%他指出#慎子有见于

后%无见于先)缺乏创新*'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被成见封闭*'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否定差别*'

宋子有见于少)寡欲*%无见于多$等等%这些蔽塞认识都是不知#体常而尽变$)#常规$永恒%#变化$万端*

的产物%还把它们加以包装)#以为足而饰之$*%希望达到#内以自乱%外以惑人$的目的&

如果说#性恶论$主要是针对孟子#性善论$的儒内批判%那么%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法后王$(

#隆礼尊贤$的政治观形成%主要是吸取(改造了儒外学派成果的产物&慎到(宋
!

(尹文等皆战国晚期道

家代表人物)当时称#黄老之学$*%认为#天$是宇宙的本体%它#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

成$

!

%说明#道$与#德$是自然的&荀子接受了宋(尹#自然之天$观点%却否定了#天$的神秘性和人的被

动性&经过改造%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炉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

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

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要言之%一曰大自然的发展变化有其

规律%人不能违背规律行动举事'二曰人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依规律行事便可#人定胜天$&这是改

写孔学#天道观$的崭新篇章%是指导荀子观察社会(研究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二*#性恶论$!荀子追溯#政治秩序$产生的原点

荀子立足#天行有常$(#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认为诸子论说#社会治乱$的

见解虽有可取之处%但总体水平及学术根基很弱&他在-非相.(-非十二子.(-正论.(-天论.(-解蔽.等

名篇中%对诸子作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批判把荀子引导到重建政治秩序研究的逻辑起点%定位对#礼崩

乐坏$原因的深入探求%直至追问人类为什么要建立#礼乐制度$+ 溯源人类行为规范产生的原点思考%

荀子认识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

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可见%产生#礼义$或曰#制度$(#刑罚$(#法制$等自律(他

律的行为规范%原是协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产物%首要目的是保证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正

常进行&#人欲$何来+ 荀子说源于#人性$&什么是人性+ 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11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荀子/性恶.*%#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不苟.&

可见%#性$是指人类共有的生理学本性%它虽有类人动物的遗传基因%但又不同于动物之性&荀子

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作了论证&理论上他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本质不同!其一%#人之所以为人者%

非特以二足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所谓#辨$%就是对人伦关系的识辨&其二%人生活在

#群)社会*$中%#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以+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 曰!

分$)-荀子/王制.*&什么叫#分$+ 即人在群内生产(生活中所处的社会等级与职责分工%是社会规范

的产物&因此%为了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使个体的欲望保持克制%并实施外在强制性规范和引

导&实践上荀子列举反证!#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任其发展*%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

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

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11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也&$

)-荀子/性恶.*他的结论是!#性也者%吾所不能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这个#化$%荀子名之

曰#伪$)人为之意*&性(伪对举%是荀子创新社会研究的辩证方法!#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

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

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性恶论$奠定了荀子在中国古史上最早系统而全面研究社会

理论)起源与本质*的崇高地位&

/

3

/

!

出自-管子/内业.&但据郭沫若考证-管子.书%它不但不是管子所作%而且是战国时代多人之作%形似杂烩&其中-心术.(-内

业.(-白心.(-枢言.等篇可能是宋)

!

*尹)文*之遗著)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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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荀子重建礼乐政治秩序的大思路

)一*法家的现实精神与儒学的浴火新生

历时
0

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之乱%源于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而这种基础性的变革%势必

急速向宗法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其他领域扩展%无情地撞击着#早期国家$宗法制度体系%锋

芒直指西周的#礼乐政治$&对几千年前的古人来说%他们即使感觉到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也不可能从

理论上作出合乎规律的解释&孔子编纂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富有极高

的政治智慧%但终究只是酋邦大政治共同体与#宗本社会$治国安民经验的汇集&临到荀子应对构建#秩

序$的政治学思维%他立足的社会经济技术基础变了&一方面他要坚守儒家的#仁义$核心价值观念'另

一方面却必须面对现实%即用什么办法才能建立健康而不是残缺的政治秩序+ 遵循何种途径才能奔向

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 历史的启示!儒学必须#法后王$%在服务现实政治中浴火新生%与时俱进,

荀子人生经历坎坷%当他观察#礼崩乐坏$与#重建秩序$的因果关系时%其认识自然入木三分&社会

转型是破旧规(育#新苗$的过渡%客观上为人性偏险悖乱提供了机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当时

#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荀卿对此#浊世之政$嫉恶之极&正是#上不正$才造成了#上以

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的恶象%特别是对#今之所谓仕者$)类似现在的各级干部*的观察%其污漫(贼乱(恣

睚(贪利(触抵(无礼义而为权势之嗜等等行为)-荀子/非十二.*%虽然应#待师法而后正%得礼义然后

治$%可治乱不是绘画绣花%应向商鞅学习&荀子考察秦国时%他回答秦相国范睢问其#观感印象如何$的

说辞中%从秦国山川形胜(社会风俗(百姓衣着(衙门治理(官人作风和不比周(不朋党等见闻方面%称赞

了秦国#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荀子/强国.*&说明治乱须#重典$%不过正不能矫枉,

当然%他也看到了秦国#排儒$(单靠刑罚治国的危险&一幅治国的图景在头脑中跃然而生!把法家的现

实主义同儒家的理想主义结合%实施#儒法合壁%德法合治$%肯定是儒家的一条浴火新生之路, 荀子的

书面表达是#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

罚以禁之&$)-荀子/性恶.*荀子的表白%实际是向天下展示新生儒学的一打#治乱纲领$, 一面#秩序大

观$的旗帜, 他的学生韩非循此而进提出了变形走样的#二柄$治国观!#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

)二*隆礼!荀子对儒家#礼学$的重大修正

-荀子.文集中的#礼$字前后共
120

见
)马中%

!331

!

0&!

*

&荀子#隆礼$对孔子#礼学$有两个原则性的

修改!

!#

在起源上%把礼从#情本$转型到#利本$

当年孔子曰#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篇.*%仲尼之徒习礼多从心性修养(道德自律方面努

力%把#礼$定位于#修身为本$%形成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的

政治文化传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企图用#礼让$精神和#礼仪$制度%实现和巩固宗法王权的永久

统治也不可能&将宗族之情与治国之方混为一谈%这是儒家#礼学$第一种形态)#情本形态$*%-周礼.便

是它的完善化表现&经过春秋战国的血火洗礼%儒家的#情本礼学$被时代扬弃了&荀子从朴素唯物主

义视角考察礼的起源%认识到任何时代的#天下大乱$决不是#情本之礼$的迷蒙与缺失%恰恰是利益#无

度量分界$拼争造成了惨绝人寰&为了实现#礼者%养也$的要求%#群$不能容忍个体的人性纵欲%由此揭

示了#礼义)制度与规范*$与#分$的实质性意义&从浅层看%一曰礼是#有度量分界$养人的)#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二曰礼是#相持而长$的养物保证)#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从深层看%这个#制

礼义以分之$的对象已从#情感性$转移到#物质性$)利益*&因此%合理调解#群$中成员的生产)物的生

产与人的生产*与物质生活问题)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是#制礼义以分之$的前提与出发点&荀子以物

为指归的#利本$形态礼学%既为他构建转型政治秩序新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又为谋划新秩序实施的战略

策略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巨大的解释力&荀子推动儒家#礼学$创新的伟大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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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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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扩展并完善了#隆礼至法$的内容与功能

-周礼.出于血缘宗法要求将社会结构#两层化$!各级王公贵族为上层'庶人及其奴隶为下层&#礼治$

的原则是#礼不下庶人)礼管教化*%刑不上大夫)刑管杀戮*$)-礼记/曲礼.&全国绝大多数人口被剥夺了

享受教化与政治参与的权利&进入春秋晚期%孔子对#礼与刑$分执虽有某些批评和修正意见%但总体思路

仍坚持国家乱治得失在礼不在法%在德不在刑&临到荀子时代%随着#财产$作为礼义与等级划分标准的通

行!#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

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荀子以#利本礼义观$为#德法合治$的核心内容%不仅从理论上

给予了深刻论证)包括学术辩驳*%而且在晚年还用民歌体形式写作-成相篇.

!作了广泛宣传&

荀子#隆礼至法$的目的不是培养#圣人$%而是为了贤人以下至庶民的#成人$%加深他们对#人无礼

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的认识%充分发挥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

君师$的作用&但是%在荀子看来%#礼之用$远不止此!#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

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

哉,$)-荀子/礼论.*杜国庠先生评论说%荀子把#礼$扩展为自然与社会的共同准则的观点%使#儒家的

礼学发展到尽头%所以汉人编纂-礼记.%大量地采用了荀子的理论%自此以后%儒家对于礼学%只能做些

注疏的工作%再也没有发展了$

)杜国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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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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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治(乱可否从人性的善(恶中找到答案+ 唯物史观认为不能简单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学

者研究国家问题%总是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供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框架%对具体问题进行具

体分析&但是%政治秩序的治(乱又的确同人性的善(恶有关系&恩格斯曾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

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

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

是人的恶劣的情欲000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

!330(

!

/12

*

在我国古代第二

次社会大转型中%荀子用#人性恶$作理论支点既回答了他对乱世之源的看法%也表达了他建构未来社会

#秩序大观$的基本思路%内容具体%逻辑缜密%作为百家争鸣的一种学术回应%分量十分厚重'其学术地

位在往后
/"""

多年中也熠熠生光&

荀子依据性与伪对立统一原理设计的#两步走$实务方案%也堪称价值独特的历史#宝典$!第一步是

对诸侯分争乱世的治理'第二步是对王道治世的建议&在第一步中%荀子反对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

和强求王道仁政#一步到位$的作法&他认为#霸道$具有两面性!#义霸$可以发挥从乱到治的推动作用%

而#恶霸$的暴政只能阻碍历史前进&它们在重建新秩序的历史长河中是绕不开的必然环节%不可不慎

重对待&荀子尊王不反霸%要求多争取#义霸$向#王道$靠拢%尽量发挥它的正能量&对第二步王道政治

的建设%荀子依据孔子对#大同理想$与#小康至治$的分析%认为#王道$建设的落脚点应定位于#小康社

会$%即#法后王$000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法%#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

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凡执政者#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礼

记/礼运篇.*&荀子为#内圣外王$立的标杆是周公那样的大儒!#坚守礼制$不死板%#变势秩序$不逾

制&在这个前提下%圣者尽其伦'王者尽其制%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也&然而#至道大形$%施仁政必须

#纲举目张$%概括说来就是!隆圣尊王%尚贤使能%富民强国%礼法为尚'庆赏不逾功%刑罚不过罪%在天下

一统的大国中令行禁止(进退有序&可惜%在即呼即出的秦始皇一统江山之后%坚持的是尊#皇$而不隆

圣(强国而不富民的路线%虽有#帝王$之名而行#恶霸$之实%其构建的军事威权政治就不具有合法性

)哈贝马斯%

!3%3

!

!%$

*

&他所谓#万世帝业$的美梦%也就昙花一现了&

/

!!

/

!

论者按!#相$是我国古代民歌的一种体裁&杜国庠先生说%荀子在这篇通俗文艺作品中%其所写之内容为本人的思想概要%并引

清代学者郝懿行之说!荀子#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参阅-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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