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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文化

摘 要：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是整体的先秦文化的一部分。其源于晋文化，深受晋文化的启迪和

影响。因此，从三晋文化的视角研究荀子思想和学术成就的历史定位问题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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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晋文化视角

看待荀子思想和学术成就的历史定位问题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有关先秦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方面，遍览

所有综合性的重要著述，晋和三晋地区一向不被作

为一个有着明确发展线索的整体来看待。也就是说，

在先秦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并没有

把晋和三晋地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发展单元

来看待。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三晋地区的思

想发展在先秦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仅是重要

的，而且是有着独特发展脉络和整体成就的。强调

这一点，并不是刻意夸大晋和三晋地区的重要性，而

是希望从一个新的、合理的视角去审视先秦时代的

思想和学术发展历程，从而加深认识和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我们才特别提

出了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历史定位问题。

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是整体的先秦文化的一

部分，甚至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荀

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源于晋文化，深受晋文化的启

迪和影响，所以，从晋文化的角度看待荀子的思想和

学术成就，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发展，从孔子时代开始，正

式进入了传统上所谓的“私学”时代。也就是说，从孔

子开始，才出现了以个人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为特色

的新的思想文化发展进程。在此之前是“官学”占统

治地位的时代，思想家以个人的身份传播思想文化

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被允许的。孔子之后，大批孔

子弟子成为有成就的思想家。在这些弟子中，最著名

的是所谓的“孔门四杰”，即孔子晚年收授的四位年

轻的弟子，他们是曾子、子夏、子游和子张。

“孔门四杰”中的子夏（卜商）是三晋人氏，从三

晋地区进入孔门，又在孔子去世后回到三晋地区。子

夏是魏文侯的老师，魏文侯的重要大臣也几乎都师

从子夏。子夏虽然未在魏国做官，但他的思想却深刻

影响了魏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制建设。在政治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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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坚持孔子所主张的“以德为政”；在经济上，子夏主

张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在法制上，子夏

主张建立严格而健全的法制体系。子夏的这些思想

在魏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对于魏国在战国初期的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正是因为战国初期魏

国国势的不断加强，才使子夏及其思想的影响力在

魏国国内及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和持久的影响。

子夏以其在孔子门下的学术所得，整合性地推

动了三晋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全面推动晋文化发

展的第一人。从时间上讲，子夏是晋文化史上的第

一位思想家和学术家；从思想传承上讲，子夏思想是

孔子儒家思想在三晋地区的发展；从思想成就上讲，

子夏创立了三晋儒学，启迪了三晋法家；从历史贡献

上讲，子夏培养了一大批三晋思想家，影响了包括荀

子在内的三晋思想家，奠定了晋文化的历史走向。所

以，要定位荀子思想和学术地位，必须明确子夏的思

想成就和影响。荀子的思想学术成就，是对子夏思

想和学术成就的继承和发展。先秦时期的晋文化发

展，就“私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始于子夏，终于荀子。

从先秦时期晋和三晋的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

定位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从对子夏之学的继承

和发展的角度审视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至少应

该有四个方面的着眼点，当然也就至少应该有四个

方面的重新认识或全面理解，即：（一）荀子与三晋儒

学；（二） 荀子与儒家经典；（三） 荀子与法家思想；

（四）荀子与名家思想。

一、荀子与三晋儒学

子夏之学在三晋地区的传播，最终形成三晋儒

学。三晋之儒始于子夏，到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荀子

之儒，最终形成了三晋儒学的整体脉络。

荀子的出生地是紧邻魏国东部的赵国郇邑（在

今山西安泽一带），他50岁之前也主要活动在以郇邑

为中心的地区。荀子在郇邑的活动年代上距子夏去

世大约有50年左右。所以，从地域和时间上讲，荀子

肯定有大量的机会接受子夏之学，并受到子夏之学

的影响。子夏思想在魏国的重要继承者之一是弟子

李悝。李悝的主要贡献在经济思想和法制思想方面，

其前者是子夏思想的重点，后者则是荀子思想的重

点。李悝思想很可能成为子夏思想与荀子思想之间

的传递者。

荀子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但从根本

上还是传统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肯定了

具有现实有效性的“霸道”，即法家思想，也提出了以

“王道”对“霸道”进行修正和制约。荀子主张发展经

济，注重民生，强调以国力的全面提升作为实行“霸

道”的基础。荀子还强调守信在推行“霸道”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在荀子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具有更强大

和持久的力量。在终极意义上，荀子依然是儒家的

“王道”论者。

与兼顾“王道”与“霸道”相一致，荀子明确地提

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隆礼”坚持了“王道”的根

本性，“重法”则是肯定了“霸道”的有效性。荀子认

为，礼与法虽然可以相互补充，却并不是平起平坐

的。礼既是个人行为的最高标准，也是治理国家的

根本点和最高准则，而法却要根据礼的精神来制定，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出现偏

失。荀子的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儒家主张，与子夏的

儒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思想与子夏思想一道，构成

三晋儒学的重要内容。

荀子把子夏创立的三晋儒学推至高峰。儒家坚

持以道德治国，认为道德修养和道德标准是千古不

易的法则。这种指导思想，使其容易漠视对实际政治

形势的分析和理解。子夏出自孔子之门，但他对于孔

子的政治追求并不是完全继承或一味模仿，而是结

合三晋实际情况，作了新的调整，取得了可观的成

效。在荀子儒学中，就鲜明地体现了子夏儒学的这

种精神。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荀子之学就是出自子

夏儒学。三晋儒学从子夏开始，到荀子时代走向了成

熟。荀子儒学不仅适应了当时天下政治和社会的需

求，也奠定了三晋儒学和三晋法家的思想基础，把子

夏儒学的核心精神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

说是推动三晋儒学发展到了至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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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荀子与儒家经典

荀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子夏思想，而且在早期

儒家重要典籍的传承方面，也是子夏一派的主要继

承者。

子夏年轻时就追随孔子，成为孔子后期弟子中

的佼佼者。在历史上留下名姓和业绩的孔子弟子都

有其独到之处。孔子在世时曾把当时有成就的弟子

分为四类，史称“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子

夏与子游一道位列“文学”之科。

在孔子时代，“文学”一词专指文物典章和礼乐

制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人文科学，而子夏则尤其擅

长对自古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的研究。根据《论语》

的记载，孔子曾充分肯定了子夏对《诗经》中某些诗

篇的看法。事实上，子夏对经籍的研究，不仅限于思

想评说，还有文字方面的考核。据记载，有一次，子

夏经过卫地时，一位读晋史的人将标明时间的“己

亥”二字错读为“三豕”，子夏便明确予以纠正。总的

来说，孔门众多弟子各有所长，但在研究典籍并将研

究所得运用于实际方面，子夏的确付出过特殊的辛

劳，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到了汉代，由于朝廷明确地把儒家经籍规定为

正统经典，所以，这些经籍的传承脉络就成为学术界

的主要论题之一。因为子夏在儒家经籍研究方面颇

有成就，汉儒便把许多儒家经典的最早的传承之功

归于子夏，认为正是子夏把孔子所校正过的典籍传

授给了后人。比如《诗经》、《尚书》、《春秋》和“三

《礼》”等，在后世的流传中，都得从子夏说起。尽管

这种归结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说，子

夏儒学对于儒家传统典籍的研究和传承，确实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在研习和传承儒家经典方面，荀子也是子夏一

派的主要继承者。特别是《诗经》和《春秋》，历史上

更有明确的传承线索，证明了荀子之学对子夏之学

的继承和发展。而在《荀子》中，儒家“五经”都是被

经常引用和直接论说的对象。荀子还是研究礼和乐

的专家，所以，到了汉代，这方面儒家经典的流传都

被儒生们与荀子挂起钩来。汉儒认为，儒家“五经”都

经过了荀子的传承。这种说法虽然有攀附名人的嫌

疑，但汉儒之所以选择荀子为“五经”的传承始祖之

一，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在现存《荀子》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周礼”礼仪的

具体规定，表现了荀子对礼的重视和他的博学多识，

这与子夏儒学的特色是一致的。《荀子》中的《礼论》

篇集中论述了礼仪的起源、意义和一些仪式的具体

操作过程，而其中的《大略》篇则是关于当时礼仪制

度的全面记载，并且还有许多举例说明。这些记载，

对于“三《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更是后人研究

周礼的重要依据。

荀子对子夏之学的继承和发展，还表现在他对

“乐”的认识和研究方面，而《荀子》中的《乐论》一篇，

与《礼论》一样，既有关于音乐或乐教的一般性的理

论说明，也有关于音乐的作用和具体礼仪中奏乐要求

的描述，而《乐论》本身则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对

于音乐理论的论述。早期儒家传统的“六艺（礼、乐、

射、御、书、数）”中有乐，据记载也曾经有过《乐经》之

类的经典，却没有流传到后世。所以，《荀子》中关于

“乐”的记载和论述，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珍贵。

三、荀子与三晋法家

战国时代最具进步特色的是法家思想，而战国

法家就是直接来源于三晋地区，并在三晋地区逐渐

发展壮大的。三晋法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既有注

重实际的法家政治家，也有成就非凡的法家思想家。

三晋法家的起源，既与晋和三晋不断进行的变法活

动有关，也与三晋地区不断涌现的思想家有关，而在

这些思想家中，最早的是子夏，最晚的是韩非子，在

子夏与韩非子之间的则主要是荀子。

在子夏注重实践的儒学思想中，主要是发展经

济、选用贤人、学以致用等内容，这些思想既是法家

思想的核心，也是荀子思想的主要内容。子夏和荀子

的思想虽然本质上是儒家的，但却为法家思想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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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发展提供了各个时期的思想准备。在战国前期，

子夏思想是法家思想的开端，并由李悝和吴起等人

发扬光大。到战国后期，荀子思想继承了子夏思想

中的积极面，并由他的弟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

非子最后完成。

在荀子的礼学思想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隆

礼重法”的学说，而这一学说与子夏儒学是一脉相承

的。传统对于“礼”和“法”的本质的理解是，“礼”是

要防患于未然，“法”则是惩治已经发生的罪行。在

荀子看来，早期儒家偏重于礼，致使奸邪之人有机可

乘，容易犯上作乱，难以约束其行为。为了纠正这样

的偏颇，法家一味地强调法制，又容易使人表面上规

规矩矩，内心却始终潜伏着犯罪的动机，一有机会，

就有可能爆发。所以，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

就是想弥补传统儒、法两家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在

战国初期魏文侯的治国精神，礼法并重的思想已经

初步形成，而在这其中，子夏对魏文侯思想的影响是

不可忽视的。子夏本人对礼乐制度颇有心得，他自

己在西河设教，是孔子儒学重礼的具体表现；但子夏

又有太多的著名弟子归于法，说明子夏思想中重法

的倾向是存在的。

在孔子和子夏的思想中，礼与法的理想关系是

“德主刑辅”，强调礼是根本，法服从于礼并为礼的推

行而服务。所以，在具体的论说中，他们很少正面说

明和解释法的具体内容，更不会谈及具体的立法过

程。荀子与他们不同。在荀子的亲身经历中，他既看

到法制的有效性，也意识到了法制的弊端和长久的

消极作用，所以，荀子不仅强调立法的精神，也非常

看重立法的过程。当然，荀子也注意到，立法固然重

要，执法在当时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专制权力始

终是对执法的最大影响。对此，荀子特别阐述了赏

罚分明、惩罚适度的重要性。荀子对秦国的严刑峻

法深有感触。他虽然赞成对重罪处以重刑，但也不

像后来的韩非那样极力推崇商鞅的“轻罪重罚”，更

反对商鞅所制定的连坐法，以免伤及无辜，反对因为

执法而失去人心。

荀子的政治思想虽然以礼为根本，但由于对法

律的重视和全面论述，使人们感觉到他的思想重点

更在法而不在礼。他的两位重要弟子———韩非子和

李斯，一位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位成为秦国

和秦朝立法和执法的主要人物，应该说都与荀子思

想的这种倾向有关。不论他当初的主旨如何，荀子对

法的重视，使他在思想史上成为继孔子弟子子夏之

后的另一位由儒入法的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由于

荀子处在战国末期法家思想大盛的时代，他的这种

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了。

荀子的法制思想表现了荀子思想中始终如一的

战斗精神，这正是三晋思想家一贯的思想作风。平心

而论，孔子的思想是比较理想化的，而子夏和荀子的

思想则相当注重实际。子夏思想孕育了早期三晋法

家，而荀子的思想则为法家思想的最后完成奠定了

理论基础。

四、荀子与三晋名家

荀子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逻辑学家。

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也称名辩家，就是当时

的逻辑思想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如西方近代思想

史上一样系统的逻辑学，但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人

就不讲究思维训练，不讲究语言规律。事实上，西学

中所谓的归纳、判断、推理、定义等逻辑思想，在中国

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只是中国的名辩家遵循了一条

不同的思维体系。春秋战国是名辩家大量涌现的时

代，在三晋地区则集中出现了一大批名辩大家。这些

三晋名家掌握了相当的历史知识，形成了个人的思

想体系，然后凭借其妙口生花的辩术，到处传播自己

的思想，有力推动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思辨和逻

辑思想。

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基本概念是“名”，这最早是

由孔子提出并使用的。孔子提出“正名”的逻辑思想，

是要用概念和名分去规范社会。孔子的这种逻辑思

想是现代逻辑中所没有的，这种逻辑不能叫形式逻

辑、数理逻辑，而应该叫作社会政治逻辑。孔子之后，

研究“名”的人就更多了，但他们的研究已不再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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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对实的规范作用。他们意外地发现，名与名之间

有许多非常奇妙的关联，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推演、证

明。由一个名可以证明或否定另一个名，比如公孙

龙就推演出“白马非马”的逻辑结论，尽管乍看起来

非常荒谬，完全违背生活常识，但当时的人们却无法

从道理上驳倒它。至于现代人，也只认识到了它的逻

辑推演过程，而要完全否定它的意义，也难以做到。

有鉴于名辩思想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困惑，荀子

全面分析了辩的本质。荀子认为，辩，即议论争辩，

应该分为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在列国纷争的时代，

游士争先陈说自己的思想和本领，没有争论是不可

能的。天下人都在议论，但议论的内容却不一样。君

子议论的是仁义，小人议论的是名利。君子认为，如

果自己能够讨论仁义，就认真地讨论；如果不能讨

论，他们宁肯保持沉默。小人则没有这种进退取舍。

小人的辩论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因此，他们有理也

说，没理也说，以至于逞强好辩，无理取闹。

荀子逻辑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

面。其一是名，其二是辞，其三是辩说，大致相当于

我们今天所讲的概念、判断、推理。关于这三者的含

义及其关联，荀子指出，实际事物混乱繁多，令人眼

花缭乱，于是给它起上名字加以辨别；命名之后不能

让人明白，就用相关的事物来形容它；形容之后仍然

不太清楚，就解释其所以然的道理；解释之后还不明

白，就反复加以辩明。这一番步步深入的解释过程，

就是今天的概念、判断、推理逻辑手段的运用。

荀子本人非常重视概念的准确性和推理的合理

性，《荀子》中专门有一篇叫“正名”，说的就是以正确

的并且能够让人明白的方式陈述思想学说的问题。

在这篇论文中，荀子也批评了名辩家的许多“辩而无

用”的命题和观点，如“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

也”等。类似的命题，虽然从逻辑思辨的角度能够说得

通，但却有碍于道德教化和治理国家。显然，在对待

名辩家的态度上，荀子还是坚持了传统儒家把社会

责任放在首位的作风，同时也影响了像韩非子这样

的法家人物对待名辩思想的态度。这样一来，三晋的

名辩之风就带有更多的讲求实用、注重社会实践的

精神，与三晋思想的整体发展方向保持了一致。

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并不

是上述四个方面能够全面概括的。但是，本文的目的

并不是全面介绍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而是着力

于从三晋文化的视角，分析荀子思想和学术成就的

历史定位问题。当然，这种定位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给荀子的思想和学术成

就作历史定位的时候，其源自晋文化的因素是必须

加以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

（责任编辑 王怡敏）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