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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中“入世”的一派，其中代表性人物如孔孟，

以及其学说自然是与“人类”脱离不了干系的。荀子与他的学说自古便在学术界里

众说纷纭，更有“孔门异端”一说，但若细读聚集所有荀子在邪说动乱四起的社会

背景下所发表的学说而成的《荀子》一书，便可发现荀子在处理“天人之道”时，

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等概念厘清天人之见的职责，强调万物皆有秩序与职责，

而治理社会是人类的责任；处理“身心之道”时，荀子则以“性恶论”解说了人类

的本性，述说人类若没有后天管制本性将会迎来什么后果；最后“群己之道”时，

荀子以“化性起伪”解释了为何在“性恶”一说之下人类还保留向善性，并强调了

通过“礼”的后天教化手法，教育人类守序，以维持天、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纵

观荀子在谈论天、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其思想学说时是有不少地方以孔子学说为起

源，再参考各家学说而成的，环环相扣，逻辑严谨，繁复告诫着人们“守序”之重

要性的。

【关键词】荀子、天人之道、身心之道、群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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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相较其他生物，人类之所以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创造种种辉煌的文明，无非

是因为人类有系统性地思考与创造的能力。因此，思想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中总是扮

演及其重要的角色。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

中的地位相比拟。1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封建体制瓦解，各诸侯国争权夺利，

社会政治问题层出不穷。面临动荡不安的社会，人们为求解答，遂各持己见，百家

争鸣，思想与哲学的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进步。后随着汉武帝尊儒的影响，儒

家思想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上风，获得的关注与相关研究自然啊与日俱增。由此

可见，儒家思想这一课题的研究从春秋战国时代至今便是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然

而在儒家思想中，却出现了一位几千年来倍受正义，其思想学说研究历程更是褒贬

不定，时至今日仍被多数学者放在孟子对立面的“儒门异端”——荀子。

荀子名况，乃赵国人，约二十岁起游历各国，虽在今时今日多被人们归纳为

儒家人物之一，但却是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与韩非之师，可见其思想有异于孔孟所论

的“传统儒学”。论及儒家思想，世人多以孔孟为主，然而荀子及其思想研究

（“荀学”）自荀子之后就已有苗头，如今也鲜有人知荀子思想的重要性。西汉末

1
冯友兰，赵复三，《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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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刘向系统地整理与校定了《荀子》著作，更以为“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

“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2魏晋时期，比起如今流行的孔孟并称，当时的人们

多以荀孟并称，其中徐干更在《中论》中尊荀子为“亚圣”。时至中唐，《荀子》

首个注释由学者杨倞完成，认为荀子乃“王者之师”。但与其同期的韩愈《读荀

子》一文中的想法却并非如此，韩愈认为《荀子》“大醇而小瑕疵”，若论内容本

质与孔子所言的儒家思想相差不远，但若细细考究，则有所不粹之处。韩愈的论点

得到皇甫湜、陆龟蒙等学者的支持，故至宋代以后尊孟抑荀的思潮愈发流行，也是

荀子学说如今比起孔孟学说鲜有关注的起源所在。

自韩愈断言荀子学说略有瑕疵起，宋代学者对荀子的评价便武断了起来。宋

人多认为孟子仅次于孔子，荀子思想却与孟子针锋相对，还针对孟子性善论有了性

恶论，因此就是违背了圣人思想，是儒门异类。因此荀子学说中反复强调的性恶论

变成了学者们主要攻击对象，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程颐、朱熹等学者，认

为荀子的人性论舍本求末，不识道理所在。荀学遭贬数千年，到了宋明理学衰败之

际，学风才有所转变，出现学者如杨慎、何良俊、邓元锡等对宋代学者批评荀子的

说法提出异议。在清初，更有傅山《荀子评注》中为荀子人性论中提及的“伪”正

义，肯定了荀子学问广博，集儒家之大成，为才真正掀起荀子学说研究的思潮。在

宋学衰退影响之下，清人如王先谦、汪中、谢墉等人为宋人贬荀学所做的研究越来

越多。这时的研究主要在于对比荀孟人性论，以及肯定《荀子》中所强调的礼学对

后世整治社会的礼教的影响，认为尊孟抑荀就是“自放于礼法之外”。3

3凌廷堪，《荀卿颂》，（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77。

2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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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尊孟贬荀至近现代，荀子学说研究方才获得关注，《荀子》版本考

订、文字校对、词义注释等如王先谦《荀子集解》、谢墉《荀子校》、朱骏声《荀

子校评》一众著作才开始为荀子学说研究打下基础。然而好景不长，荀学在主张今

文经学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夏曾佑等学者的眼中认为二千年来的政治都是出自荀子

的影响，再次针对荀子性恶论群起而攻之。但此时相较于宋代几乎压倒性的尊孟贬

荀，清代时仍有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大力支持荀子思想。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孔

孟荀学说的异同之处。章太炎即说荀子不但是名、辨逻辑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其

学说还早于从西方传来的因名逻辑。4

到了20世纪，荀学研究在清代学者的著作基础上，出现了更多荀子研究相关

的著作，荀子之名与其学说也被纳入思想或哲学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非全

然被评为儒门异端。其中著作就有杨大膺《荀子学说研究》、杨筠如《荀子研

究》、刘子静《荀子哲学纲要》等，后更有胡适、梁启超、吕思勉等学者针对《荀

子》“伪”的观点进行探讨，荀子学说的研究方式也渐渐纳入西方现代研究方法，

荀子学说再次得到发展。5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普及时，荀学更是历经多

番转折。对于荀子在学派上究竟归属于哪方一事，产生了诸多说法，有的人认为荀

子是唯物主义者；有的人认为他比起儒家更应归属于法家；有的人认为他是奴隶主

阶级的代表；根据廖名春所言，近些年来学者们多重在思考黄老思想、管仲学派对

荀学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荀子思想应当属于黄老一派，众说纷纭。

4廖名春，《荀子新探》，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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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荀学研究已有不少著作，如张觉《荀子译注》、牟宗三《荀学大

略》、周绍贤《荀子要义》、蔡仁厚《孔孟荀哲学》、陈飞龙《荀子之礼学研

究》、廖名春《荀子新探》等，但荀学研究仍存在着许多发展空间与学者们研究荀

学时所忽略的问题。荀子思想本就有异于“传统”儒学，甚是容易被曲解原意，因

此荀学研究最常出现不论有意或是无心曲解愿意的情况发生。19世纪末维新派与20

世纪70年代批评传统思想，排斥被归纳为传统儒家学者之一的荀子的情况就是导致

了为了自身主观需求而歪曲《荀子》章句本意，支撑自己的说法。如清末维新派主

张变法，但又不敢公开向封建统治阶级机器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宣战，只好站在进

文学家的立场上，以荀子为替罪羊，作为二千年之学的代表。5但荀子学说向来被

视作“儒门异端”，将千年来影响政治的儒家学说怪罪于荀学上实属牵强。片面地

认识荀学，分析时将荀学过于简单化，如朱熹谈荀子时只看性恶，其余构成性恶一

说的概念闭口不谈，只会导致研究始终停留在表面一层。要想理解荀学，亦需考证

《荀子》中的词句原意。汉语言一词多义，随着时代与社会背景，使用者本意的不

同，原文中的词句极可能与今日所指之意有所不同，若以今人角度去理解，恐造成

误解。如荀子性恶论中“伪”的概念，被朱熹理解为“虚伪”之意，进而以此批评

荀子学说，无疑违反了荀子原意。

自上述荀子学说研究历程概述看来，荀子思想学说也许不全然是儒门异端，

但其学说有异于“传统儒家思想”而引起争论一事是无可厚非的，也证明了荀子思

想复杂且特殊，无法以其归属于一家一派之言概括之的一面。

5廖名春，《荀子新探》，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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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几千年来始终被放在孟子对立面，两家思想学说引起各种争议的中心点

还是在“人性”以及天人关系上。思想与哲学都是在人类有了自我认知、意识到自

“我”的存在与系统性地反思后的产物，而所谓的宇宙自然（天）则是我们作为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方，因此反思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存在，以建立起一套世界观向来都

是所有思想学说的基础。如西方《圣经》开篇《创世纪》便是解释人类的起源、人

类与宇宙万物的存在的解释。

中国哲学里的“天”往往不单指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之天。夏商周时期人类

缺乏理性科学知识，多将无法明白的自然规律与现象以人事解释之，遂多将天人格

化，认为天是有意志且人无法企及的存在。殷商时期通过占卜巫祝以请示天预知祸

福的行动就证明了自然规律与社会秩序皆由天主宰的想法，将天视作带宗教性的主

宰之天。然而随着社会文明不断发展，新思潮总会出现，人们对天人关系的也会其

他认知。春秋时期铁器发展迅速，资源生产速度随之上升，大量土地遭开发，开发

过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战国时期更是“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6，王道衰微，乱象四

起的情况激发人们思考如何方能解决争乱，一时间百家争鸣，荀子亦不例外。

荀子生活在乱世中，几次因当时国君认为儒学无益于求利而遭拒绝，目睹人

性在追求利益，满足欲望中失去控制从而破坏自然与社会秩序，因此他非常明白一

套完善且正确的治理系统有多重要。然而荀子认为当时的百家争鸣只不过是一群有

心之士利用动荡的局势“饰邪说，文奸言，以枭天下之乱”7，于是为了重申人的是非

原则，荀子提出诸多学说主张，而使荀学站稳脚感的基础就是前文所述的中国哲学

7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28。

6
张觉撰，《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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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一——天人之道与人性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满是贪欲，全然已无考虑

天人关系，即人性、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概念，故荀子继承孔子天人论中自然之天的

概念，一反传统地将天从至高无上的地位降下，推崇人的主动性，重新定义天人相

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打开探讨宇宙本源与人性的新探讨角度。

以上述研究背景为基础，笔者由此考量此文研究动机：

其一，就算荀学相关已有不少论著，这并不意味着荀学已失去了研究意义。

作为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学荀子思想并不局限于传统儒学范围中。其

学说与他家学者学说，甚至是同为儒家学者的学说是非之争时至今日都未有定论，

仍有发挥空间。

其二，不论在何种宗教信仰或是思想哲学里，人性与天人关系始终是建立起

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基础。天，是我们活在这其中，最常见却也最不明白的存在；

就如人性，素日接触却始终理不清究竟为何物。天人关系不论中西，从古至今都是

引人深思的哲学话题，如中国哲学便是围绕着天人之道、群己之道和身心之道展开

的。8天生万物，人自万物中思考，才有了思想与哲学，因此欲了解一家思想，须

从上述这三道下手，荀学亦是如此。

根据上述研究动机，可发挥的题目空间依旧十分宽阔，笔者选择“《荀子》

中天、人、与社会之关系”为题之意如下：

清朝贬低荀学之风气有所减少，荀学开始获得学术界关注后，荀子思想尤其

是在人性论、天人论与礼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便不少，然而笔者能力有限，区区本科

8周俊文，〈荀子“天人相分论”研究〉，（海南：海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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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篇幅亦有不足，因此笔者并无打算在此领域上做出标新立异的选题，而是打算

回归荀子学说之基础，分析构成荀子“礼治”思想的基础学说。若说孔子思想的核

心是“仁”，荀子思想的核心便是“礼”。荀子学说就算有异于传统儒家学者，依

旧是以入世，人本为主的学说，因此支撑起荀子思想核心“礼”的无非就是出自对

现实社会的考量。社会由人类组成，人类则生活在客观自然世界中，因此欲明白荀

子“礼治”思想，必须先从支持此说的基础概念开始分析。以探讨荀子思想中天、

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为题以厘清荀子天人之道、身心之道、群己之道，将有助于笔

者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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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相较于孔孟之学，荀子思想基本上都来自《荀子》一书。然而，就以本人能

力而言，仅靠参考原文是远远不足以了解荀子思想的。因此除却参考原文进行分析

外，本文也将依据文献研究法自相关专著与文献中寻得论据与进一步启发。文献研

究法指的是根据研究动机与选题，寻找相关文献后整理其中资料，从而帮助了解研

究对象，并为论据论证提供参考对象的书面调查研究法。此研究法自由度较高，不

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要有前人书面研究成果即可，因此用以研究年代久远，且

远在中国的荀子及其哲学思想最为合适。

据刘子静《荀子哲学纲要》所言，胡适之先生认为《荀子》中仅〈天论〉、

〈解蔽〉、〈正名〉、〈性恶〉四篇是精华，其余篇章都是荀子散布各地的生徒所

作，难免掺有自己的发挥附会与传言，内容有所失真。刘向也曾在他的著作《荀卿

书序》中表示荀卿与孙膑议兵的篇章更是附会得失去原意，后人又不加考究便信以

为真，导致荀学研究偏离正轨。因此，《荀子》一书中仍有许多疑点，研究时尚须

考虑何许篇章应纳入研究范围，成为论证来源一事是我们在采取文献研究法研究荀

子思想时所需注意的事项。为最大限度保证所参考原文可信度，本文将主要参考

《荀子》中〈天论〉、〈性恶〉两篇，辅以其他篇章以探讨《荀子》中天、人、与

社会之关系。

续上文所述课题背景与前人研究背景，可见荀子研究随经历多番兴衰，但时

至今日，荀子学说研究已在中文学术界中逐渐为人所知，研究成果更是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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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的学术资料数不胜数。自人系统性地反思，发展出一套思想与哲学系统以来

，宇宙自然（天）与人都是人类在思考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物。纵然如今无论什

么文化、宗教、思想与哲学都自成一说，其中儒家荀子因为十分强调性恶论，导致

其天人思想更是历来学者研究重点，研究成果范围之广阔更无法在本篇论文中详尽

道来。由此，对于《荀子》中天、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范围将锁定在《荀子》

中〈天论〉、〈性恶〉、〈正名〉几篇，而这些篇章的原文与注释则以清朝学者王

先谦所著《荀子集解》为参考，此为本篇论文在文本上的范围。

然而仅仅参考原文是远远不够的，荀学研究成果历来虽多有争议，但就数量

来说确实不少，无法尽览之。如课题背景所述，清朝以前，为了自己的主观需要而

误解荀子思想者，或不辨析荀子遣词用句之本意就否定荀子思想者大有人在；反之

到了清朝，从各方面考究荀学者不少，抨击与曲解荀学之作方才有所减少。此外，

由于年代久远，古代词句所指之意与今人理解定有所差异，未免误解，本文将界定

所使用的参考文献年份为20世纪至今。

空间上而言，学术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文本内。对荀学只做局限于文本的

内部平面分析，忽略了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演变对一个人的心境与思想的动态分析也

极容易导致对荀学的误解。文学作品，哪怕是论述哲学思想的作品也好，都是人的

内心世界的产物。由此，本文也将借助社会学理论为研究方法，将《荀子》文本与

当时社会环境相合而谈，分析其“群己之道”。许多社会学家将荀子称为“中国第

一位社会学者”。9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关系、组织与其中管理机制的科学，

9廖名春，《荀子新探》，页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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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10以社会学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

系基础上的群体。11这种现象不是仅仅为本能使然，人们为了谋生而开始劳动，有

了劳动便有合作，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便随之而来，而这些关系又受一定的规范控制

着以维持群体生活，这些规范既可以是明文规定的法律规则，也可以是哲学思想。

中国思想与哲学自时局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起，无论何家何派，其学说

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周室衰微，周礼崩坏，各诸侯国竞相争权夺利所造成的乱象

，因此中国思想与哲学向来因当时社会而生，讲究入世，不尚空言，目的皆是为了

以战争等残暴手段以外的方式协助君主治世。荀子所生活的时代包括了战国中期与

末期两个阶段，约二十岁时就游走于燕、齐、秦、赵、楚各国，曾担任祭酒、兰陵

令，又经历过李园之变等变故，故其思想难免杂驳，深受当时当时动荡的社会情况

与混乱的社会秩序影响。根据张觉《荀子译注》前言所述，《荀子》乃“嫉浊世之

政”12，是荀子在洞察当时社会政治，人情世故后有感而定下的为人应遵守的处世

规范，以解决动乱，维持稳定的社会。

以此为缘由，本文拟在使用文献研究法，参考前人研究成果与其留下的启发

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学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对《荀子》中〈天论〉、〈性

恶〉两篇中所表达的人性论以及天人关系进行研究。

12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

11
张友琴，童敏，欧阳马田编，《社会学概论》，页7。

10
张友琴，童敏，欧阳马田编，《社会学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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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如上文所述，由于本文决定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社会学理论对荀子思想进行

分析，故前人研究的选择十分重要。学术界有关荀子“性恶说”与“天人之分”的

研究数不胜数，本文将选取下述两部专书与一篇期刊论文为参考与启发，进一步研

究《荀子》天、人、与社会之关系。

《荀子》校订始于刘向《荀卿新书》，共三十二篇；而《汉书·艺文志》中

《孙卿子》却有三十三篇；直至唐代杨倞为其作注，重新安排篇次，分为二十卷，

才有沿用至今的《荀子》底本。但杨倞版本年代久远，恐有讹传，时至清代后一反

宋明贬荀的风气兴起，《荀子》相关校勘、注释等跨越前人研究之作数不胜数。光

绪年间，王先谦以谢墉本为主，略作订正，且采集诸家之说，间附己见，撰为《荀

子集解》，成为近世最通行之《荀子》读本，亦是当今注释本之底本。13为更理解

《荀子》原文之意，弥补注释遗漏之处，避免发生上述因古今词义不同造成的误会

，张觉以王先谦《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辅以其他善本旧刻、类书引文等编成

的《荀子译注》虽采取译、注兼具的通俗白话译文以及概括篇章内容与背景的简要

题解方式传达荀子思想，却不失为可靠的原文论证论据参考对象。

张觉谨记前人对荀学之贬低出自误解，故内容虽通俗为用，仍以学术为体，

内容皆在博采前人善说后而成。对于可靠的前人之说，此书实事求是；对于前人误

解之见，又不古板死守前人观点，重点不在标新立异，仅将《荀子》内容传达给读

13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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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任其自行决定是非得失。本书译文多为直译，辅以意译，偶尔添加词句以求句

子流畅，方便读者从译文推敲原文字义之时亦能从补充的词句中进一步了解注释所

未提及之事。由此，比起直接参考王先谦所著《荀子集解》，本文决定参考张觉所

编撰，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进行进一步翻译与补充的《荀子译注》。

除却原文参考对象，本文在书写过程中亦需要参考分析荀子思想的著作以提

供研究方向。廖名春所著《荀子新探》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研究文库”

系列，原为1992年廖明春在儒学家金景芳教授的指导下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荀子新

探》。廖名春在书中从荀子个人生平与时代背景至《荀子》中所有篇章所提出的理

论学说都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如人性论群论、天人论、正名论等；但却不止于陈述

《荀子》中所言的荀子思想。在廖名春撰写此书时，当时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论著

，但并不代表着荀学已毫无研究价值，许多有关荀子的基本问题如荀子姓名、活动

年代、文本篇章真伪、学说争论、荀子在学术史上地位等仍未解决。在此研究背景

下，廖名春提出了不少推翻前人研究的说法，如认为荀子姓氏本该为孙，应称之为

孙卿子而非荀子之类的新说。《荀子新探》中，廖明春也针对《荀子》篇章真伪一

事给出了明确的说法，认为研究荀学参考《荀子》的做法是可行的，并对前人怀疑

《荀子》内容真伪之处做出了解释，因此本文也将参考廖名春的分析，判断分析时

应参考哪些篇章，避免争议。

书中廖名春分析荀子人性论时，参考了《荀子》一书在论述理论时采用的逻

辑思维精密的思考模式：先对一系列与接下来将要述说的理论进行范畴界定，为关

键词定义。廖名春从荀子与不同学者对“性”的定义开始，到对“性恶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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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荀子性恶说等于人性全部是恶的说法，再将其与孟子之性善说对比，思考荀

子人性论中是否有性善，得知荀子“性”的概念并非单指恶，但非恶也不代表善后

，廖名春回扣一开始对“性”定义的部分，所得结论为荀子之“性”是由会造成恶

的情欲和不属于善恶任何一方的知能构成的，荀子性恶说则是针对情欲之性的。厘

清“性”与性恶说的概念后，廖名春认为性恶说并非是荀子人性论中最有价值的观

点，而应当是“化性起伪”，荀子强调性恶说，是因为荀子在现实生活中亲身经历

了人们在情欲之下容易堕落，导致乱象的情形，而人性中的知能与向善的欲望只能

为善提供一个可能性。荀子否定了道德先验论，认为要想善化为现实，后天的社会

环境与人为改造十分重要。

为免受一家之言而对荀子思想有所误解，本文亦选择了陈修武所著《人性的

批判——荀子》与克莱恩、艾文贺编，陈光连所译的《荀子思想中的德性、人性与

道德主体》作为本文的参考对象。陈修武在书中不是简单地探讨了《荀子》文本里

重要篇章如〈劝学篇〉〈王霸篇〉里的思想，他在开篇便用两大章节的篇幅，从荀

子的个人背景争议，一生经历，再到其重要弟子韩非与李斯造成的影响，后市对荀

子重要文献的点评等角度去思考荀子的形象——一位奇特、民主、又具有科学头脑

的思想家。中国历代思想家不论流派，皆是与政治有所牵连的。真正的“政治”，

必须是在民族共同生活中建构出一套共同遵守的制度。14在陈修武看来，真正做到

了这点的学者在周公孔子之后，便只有因为身处环境道德伦理崩坏，歪门邪说四起

，愤而挺身维护道德礼治的荀子了。荀子奇特的地方不仅在其政治意识格外强烈，

他的科学头脑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陈修武的观念中，被人们认为有科学头脑的哲

14
陈修武，《人性的批判——荀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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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如墨子，严格来说只能算是怀疑论者，并没有成熟严谨的理论系统。科学之所

以为科学，必须像政治一样要有一种系统的知慧，除了这种系统的知慧，科学最基

本的心态就是以“我”来观解外“物”，这种心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恐怕只有荀

子才有。15为证明荀子的科学头脑，陈修武在书中也特地抽出〈天论〉解析荀子思

想中独特的天人观，亦将成为本文有利的参考对象。陈修武如此安排不仅消除了人

们对儒家之学为孔孟独尊的偏见，也为接下来荀子为何会有“性恶论”，“天人之

分”等思想做了铺垫。

为在分析荀子思想后进一步思考荀子思想在现代受外来思想文化影响的社会

里是否具有学习与实践价值，本文除却参考中国本地学者论著，也参考了由各位西

方学者所著荀学研究论文合集而成的《荀子思想中的德性、人性与道德主体》。在

此书序言中，编者表示《荀子》不仅是一部以系统性的散文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哲学作品，荀子思想里对儒家学说以外的哲学思想的广泛接触也是其独特之处。尽

管荀子批判了不少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但他在批判的同时依旧适当学习了这些批判

对象的学说，采纳了他们的哲学理论中的重点为自己的学说进一步说明。荀子的严

谨逻辑与广纳百家之学使其对于西方哲学家来说，是十分适合用以交流的对象。

相较于前者属于笼统地、从各个篇章分析荀子思想，帮助笔者了解荀子思想

；杜保瑞的期刊论文〈荀子的性论与天论〉则更专注于讨论荀子人性论与天道论，

并试图两样理论之间的关系。杜保瑞在文中先从荀子人性论中“性恶说”开始，认

为“性恶”的结论是荀子在观察人性现象后归纳而得的结论。性恶导致乱象，因此

15
陈修武，《人性的批判——荀子》，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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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主张需要有“礼”来整治社会，由此引导出了“礼”该如何制定的问题。荀子

主张应该由圣人制定礼仪来整治社会，圣人虽在人性上与凡人无异，但杜保瑞认为

在荀子思想中圣人与凡人不同之处在于圣人有“大清明心”，也就是冷静理智地观

察与分析社会的思维知能。这个说法又牵涉到了人性论与天人论之间的关系中关键

的问题：“圣人之制礼仪会不会有来自天道的意志或普遍原理的依据呢？”。16

就杜保瑞的研究成果来说，圣人或会从天道中参悟道理，但天道不会带有道

德目的性地去影响人类社会，天人各司其职，不能保证圣人一定会依据天道去制定

礼仪。荀子是彻底的人本主义者，在他看来圣人的出现只是为了整治社会，整治社

会是为了百姓争取福利。若说儒家思想都是人本主义，那么其他儒者如孔孟与荀子

思想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注重于道德心对人类起到的内在作用，荀子则更倾向于礼仪

制度的外在约束起到的作用。此文杜保瑞提出，在处理天人关系上，荀子始终保持

冷静理智的态度，不认为天人之间有感性关系，天的意义只是展现自然的常道，人

制定礼仪也是出自现实考量，打破了先前人们对天的迷信，使其说自成一格。以此

期刊论文为启发，本文将借助前文所述三本著作探讨荀子思想中天、人、社会之间

的关系以及荀子从中而得的治世之道的结论。

16杜保瑞，〈荀子的性论与天论〉，《哲学与文化》2007年第10期，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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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荀子论“天人之道”

第一节 “天”之定义

天生万物，人亦是天所生之物也，社会才随着人而生，因此欲分析《荀子》

中天、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得从荀子对天的看法开始。自人类有独立思考能力，

探索身边宇宙万物起，天人关系便是不管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思考的问题。发展至今

，不管天人关系一题的探讨内容有多复杂，天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基本上得以从两种

模式来解读。其一，带有宗教意义的，天是至高无上存在的天人模式；其二，简单

纯粹地将天当作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来看，而非有判断能力的主宰者，荀子天人论

中的天人模式便是如此。

由于原始社会里人们缺乏对自然科学的认识，面对超出人类控制范围的事物

如宇宙万物运作、生死祸福以及超自然存在等，人们选择了以现下能接触的事物或

人事以解释之，如“天”被寄托了这些超出人类控制的事物的敬畏。这种思想模式

下的“天”是迷信的，有宗教意味的。这种天人观下，天遂被人格化，被定作有意

志且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人类内心的道德伦理，祸福兴衰也被延伸为是天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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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殷商时期通过占卜巫祝以请示天预知祸福的行动就证明了当时一切皆由天主宰

的想法。

然而随着社会文明不断发展，新思潮总会出现，人们对天人关系的也会其他

认知。荀子依旧认同天是客观物质世界里最高的存在，称其“天者，高之极也”17，

但不同于先前学者们将天放在能够主宰自然与人类社会，并将人类的一切道德与社

会稳定归功于天的想法；荀子是不承认“天”在人的道德伦理上的主宰权的。他主

张天人是独立的两个存在，需要“分”来划清而这界限，各司其职，自然、人、社

会秩序方能得以持续。总结来说，有异于夏商周时期将天看作主宰自然规律与社会

秩序的至高存在的想法，荀子将天视作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之天，肯定了天有专属

自自然规律，并永恒地遵守着这个规律运转。基此定义，荀子天人观中便有了“天

人之分”。

第二节 “天人之分”

荀子“天人之分”一说出自〈天论〉（17.1）“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

人矣”。18直译就是天（自然万物）与人、社会之间的区别，人类社会上发生的事

情都是由人类造成的而非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9，天道的运行是

恒常不变的，天统一地提供万物生长所需的资源，但是天不会干涉万物的生长运作

19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7。

18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7。

17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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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更是绝无偏爱，人类社会的兴衰祸福皆不在天的掌控范围内，才能确保万物

平等，自然规律长存。 天所掌管的自然规律如日月星辰，四时流转不管是在舜在

位时的太平之世或是在桀在位时的的乱象四起都一样在运转着，又何来自然规律可

以影响人类社会祸福一说？就如“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20，天若是为了人不耐寒

的感受而撤回冬天就会影响万物作息，破坏自然规律，导致乱象。

有人称荀子这种天人观源自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1的著作张，实

际上而这仍存在差别。刍狗乃古代祭祀时草杆所扎的动物，祭祀后即弃之。道家则

以刍狗为例，指出天并无偏爱之心，视万物为刍狗般当用则用，不用则弃的主张确

实与荀子天不为人类社会所动的主张相似，但荀子认为道家这种天人观是“蔽于天

而不知人”22，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依荀子所见，道家只强调自然力量，忽略

了人的力量，人类若只是顺应自然，不去创造与争取的话，根本不会有今日之人类

文明，所以荀子的天人论一反前人天高于人的想法，强调人的独立性与人事的重要

性。

荀子是儒家最笃实者，他的思想往往也更看重人事在人世的重要性，因此荀

子对于“人”的看法也有别于前人人低于天，被天所主宰的想法，认为“天有其时

，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3，天有着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规律，人也有天无法干扰的社

会秩序；因此天自行管理自然规律，人也应当停止依赖天的协助，自行建立治理系

统改善与维持社会秩序。夏商周时期人之所以将天人格化甚至神化，是因为当时人

23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7。

22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39。

2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页23。

20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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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已知的知识仍不足以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社会兴衰，只好将一切归咎于未知的

天，将其认作主宰者。荀子否定了这种带宗教色彩的思想，认为人与天都是一同存

在于客观物质世界里的事物，地位平等，社会兴衰祸福都不在天职责内，而是取决

于人。

由于天并非人类社会的主宰者，荀子也强调自然异象其实并无多少意义，说

到底只是阴阳二气的变化，只是因为不常发生而特别了点，人类可以为不熟悉的事

物现象感到好奇，但大可不必为此惊恐担忧，扰乱了社会运作。在荀子看来，自然

灾害虽会影响人类社会秩序，但也无法一举决定人类社会的结局，与其害怕没有十

足把握会带来何种祸福的天，荀子认为人事才是最该被重视的。纵观历史，我们往

往明白一个社会走向混乱最后灭亡背后有何人事反常，既然能够明白人事道理何在

，我们便专注人事对症下药，那样总比因为自然异象而自乱阵脚稳妥。自然灾害如

旱灾水灾固然会影响人类社会秩序，但无法决定人类社会秩序的结局。若一直以来

勤恳地尽人事，维持社会秩序，善用万物资源，那么就算面对自然灾害天也无法控

制人类社会的发展。

然而“天人之分”的说法常被后人误解为“天人相分”，即天人关系疏离之

意，这无非是误解荀子天人论。如前文所述，“天人之分”是为了厘清天人界限，

但厘清界限不等于疏远关系。荀子所强调的是人和天地的对等相应关系，此天人有

分之说并不与天人之合有必然冲突。24“天人之分”与“天人相关”是相对又相应

24王中栋，〈从“天人之分”到“天人合一”——荀子的生态伦理观新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
2019年第5期，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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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宛如阴阳，若是没有“天人之分”，人是附属于天的话，就没有“人”这一独

立存在了，“天人相关”自然不成立。

站在自然角度思考，人是天所生的万物之一，也需要满足生理本能才能生存

，因此荀子主张“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25，天虽然不会主动迎合人类

，赏罚人类，但人类是被允许在不扰乱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自由利用万物以满

足生理本能的。人依赖寰宇万物来生存，但是天所生的万物始终是有自己的规律存

在，人也应该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应毫无节制地索取，而是要站在道德角

度思考，以天的自然规律为例子学习，这就是“天人相关”了。

荀子之所以选择天为学习对象，是因为人若要治理社会需要一个标准，同时

天运作了不知多长时间，从古至今都有规律且恰到好处地控制自然规律，因此人应

该从天的自然规律中思考其道理所在，从而达到长久且安定的社会秩序。以天为例

子，从中获得治理社会的启发的概念是不同于盲目依赖天的，荀子这一主张已将人

类从被动的地位解放，天从神坛上降下，让人可以客观且理性地审视天人关系。

以恒常运行的天道为参考的同时，荀子也主张人类不必执着于探究天道。

“大巧在所不为，大志在所不虑”26，人活在这有限的物质世界里，只要不枉为破坏

自然与社会秩序的事情，不过分执著自然之事，“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27，专注

做好人治理社会的职责便是真正理解天安分守己维持自然规律的道理了。我们终究

是人，应着重于人道，求知天道的初衷是为了了解万物从而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

27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8。

26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8。

25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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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过分执著于求知天道，忽略了人事，就是“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28，

为治理社会为出发点去学习天道的人类却在追求甜到的过程中脱离了社会，违背了

自然与社会秩序，那就本末倒置了，故在荀子天人观中虽有”天人相关“的思想，

但也得谨记“天人之分”，应做到“圣人不求知天”。29

29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08。

28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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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荀子论“身心之道”

儒家思想向来讲究“入世”，其学说更是以治理人类社会为目标，与人类本

身有着密切关系，荀子亦不例外。厘清天人各自的职责即天人之道，明白人类社会

若想长久安稳地运作，必须依靠人类的作为后，本文讨论重点也随之转移到“身心

之道”的存在上。人在世上的一切作为皆由人的思想决定，而这思想的形成基础就

是人性，那么人性的本源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在此章，本文将主要参考《荀子·性

恶篇》，以作论述。

第一节：“性”与“人性”之定义

荀子言性恶，遂有断章取义者将荀子性恶说妖魔化，认为荀子全盘否认了人

类的向善性，实则不然。随着近现代荀子学风再兴起，前后有日本学者儿玉六郎，

中国学者如周炽成、林桂榛、刘念亲等为贬低荀子性恶说之事翻盘，主张荀子人性

论实乃“性朴论”，然而本文决定回归《荀子》文本，依照《荀子·性恶篇》的

“性恶”来代表荀子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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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论荀子性恶说，必须先从荀子如何理解“人”、“性”、“恶”等定义开

始说起。续第一章天人关系所述，荀子同意人是天所生的万物之一，但同时人要自

己建立治理系统，而非以为认为天是绝对的主宰者。荀子致力于将天从高高在上的

地位降下来，认为人不应是低于天的存在，人可以在不影响自然规律与社会秩序的

前提下自由运用操控天所生的万物，人类社会的兴衰也只有人可以主宰，这就是荀

子眼中的“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30，在荀子看来，“性”是

人先天具备的，不管是圣人凡人，或是其他活物随着肉体而生的生理本能，是为了

满足生物能够延续生命而存在的。如消化系统是生物天生肉体就有的，因消化系统

的存在而出现的饥饿感是不用学习和努力就能感受到的，这就是“性”。

“性”是一个泛称，但“结合“人”来看，“人性”就成了高于其他活物的

“性”，“人性”为何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性”？这是因为“以其有辨也”31，人虽

然和其他生物一样天生就有生理本能的“性”，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是人对任何

事物都有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这是因为相较其他飞禽走兽，天并没有赐予人尖牙

利爪来自卫，因此为了提高生存几率，人类更能够推理与预想出面对任何事物应有

的界限，从而建立出知识系统与礼仪准则，逃避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提出的“有辨”不同于孟子的“四端”，在没有接受教

育的情况下，这种逻辑思考能力只能让人思考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生理本能，确保

自身的生存而已，不代表具备维持社会秩序的群体意识与道德观念。这是因为人是

无法完全切身体会他人的需求的，举例来说，我们是无法真正感受到他人的饥饿感

31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24。

30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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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没有接受教化的人类是无法得知他人有同样需要资源填饱肚子的需求，只

会利用“有辨”的逻辑思考能力帮助自己争取所想要的资源。

所谓的群体意识，是在人类群居生活开始偶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有的。人为

了提高生存几率就必须是群居生物，群居生活及必然需要估计社会秩序才能保证社

会中每个成员的发展，因此为了避免人们为了无限的欲望而争夺有限的资源，引发

乱象，人们需要利用“有辨”辨别并设立一定标准去索取资源，分配资源。最后

“天人之分”回归“天人合一”，治理社会的标准应参考天。由此可见，“有辨”

不会无端将人引向“善”的方向发展，但会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意识到“守序”的

好处后才将人引导至接受社会分配，遵守规则的道路上。

第二节：“恶”之定义与“性恶论”

再论何谓“善恶”，荀子是如何定义“善恶”，才会认为“人性”是“恶”

的呢？荀子是从本源就否定了人性吗？实则非也，荀子作为入世的儒家学者之一，

其学说都是以社会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荀子》通篇皆在强调政治与教化之重要

性，可见荀子是从社会群体为出发点，具有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地去探讨人性。“凡

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32，站在社会视角，“善”就是有利于社会秩序

的思想行动；“恶”则反之。荀子之所以说人性恶，是因为源自“性”的“情欲”

在不加节制与没有教化下导致的恶果。

32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5。

32



何谓“情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3，荀子

的“性”是相对后天社会而言，自然天赋的生理机能与生存基点，所有活物都具备

了这种“性”；与孟子所特指有别于其他活物，人之所以是人的“性”有所不同。

有了生理本能的“性”，随之而来的就是满足“性”的行动，也就是“情欲”。

为了生存，“性”必然会要求人类向外界索取事物，但这种向外索取的倾向

并非对所有事物都是一样的。人类是趋利避害的生物，因此面对有利于生存的事物

时便会滋生喜好之情，如《荀子·正名篇》所言：“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

之情”。34

仅有面对事物时内心所产生的“情”仍是不足够的，在“性”的需求下人们

面对有利于生存的事物产生了“情”，喜好之情或厌恶之情则化为动力，驱使人类

的肉体付诸行动来得到或是避开相关事物来满足“性”，这种肉体付诸行动的行为

便是“欲”了。简单来说，“性”是人们内在的生理本能，而“欲”是人们外在付

出的行动，“情”则是联系前者的一种感情倾向与动力。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35，当人为了尽可能生存下去时，便会不断索取

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但如前文所述，在没有接受教育的前提下，“性”只能让人感

受到自己的感觉与需求，于是只会索取，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秩序的概念。天所生的

万物并非用之不尽的，万物资源也有自己的规律，于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则

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36。既然不被控制的“性”会扰乱社会秩序，那就是

36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21。

35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2。

34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0。

33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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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了。荀子所言“性恶”并非指人性从本源开始就满是邪念，而是形容其不加

管教将导致的恶果。

虽然“性”和“情欲”很可能会造成恶果，荀子却没有对此抱有消极或排斥

的态度，要求人们完全克制“性”。“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

者。”37，依荀子所见，既然“性”是与肉体感官同在的，不管圣人凡人皆是如此，

那么只要人还活着就无法用完全克制“性”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的。儒家讲究入世，

是以人为本的学说，若是一味克制“性”和“情欲”，人们的生存也会变得困难，

人的生理本能被压抑的情况下社会自然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因此荀子虽然以

“性恶”来告诫人们“性”不加以后天管教，不守序的后果，但他也不否定人们索

取事物以满足“性”的行为。接下来论及如何在社会群体里守序，以免“性恶”的

结果发生，则要看荀子的“群己之道”了。

37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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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荀子论“群己之道”

分析完毕“天人之道”与“身体之道”，接着本文的讨论重点就转移到了人

类文明的产物——社会上了。荀子之所以发表诸种学说，无非是为了告诫人们礼治

重要性，治理当时邪说与纷乱四起的社会。在荀子强调将治理社会为己任的天人论

以及“情欲”不加以后天教育的管控就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平等，动乱发生的性恶论

的铺垫下，人类自主规划出一套规则体系并遵循该体系治理社会的重要性便得以凸

显了。

荀子将人类的一切社会与政府组织成为“群”，并提出了“明分使群”、

“隆礼重法”、“君民关系”、“法后王”四种学说。由于篇幅与研究范围有限，

故此节将着重探讨荀子对“群”的定义、“明分使群”中所论述的社会乱象的起源

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的说法，以解释荀子思想中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

类在治理社会时应以什么为标准这两个问题。

第一节：“群”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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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荀子》中指的是“社会”，荀子不仅对“群”做出了定义，为

了补充“群”的概念，《荀子》中也交代了国家起源、人群团体、阶级制度与资源

分配的形成，就如现世西方社会学家们以人类社会为探讨重点一般，为接下来“化

性起伪”、“礼”的制定等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做了铺垫。在荀子思想中，人虽

然是天所生的万物之一，却能支配万物资源，建造出属于人类的文明，关键在于人

与其他生物有所区别——“能群”。

“能群”出自《荀子·王制篇》：“人能群，彼不能群也”38，指的是人具有

结合在一起形成社会的能力，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也代表了人是社会群体。

在天所生的万物之中，水、火等物质虽有“气”却不是活物；草木是活物却没思想

；禽兽则有了生命与思想却无法产生道德伦理的概念；到了人这边，为何如“天人

之道”时所述没有强大的身躯与尖牙利爪来保护自己，却能够役使万物？这是因为

人“能群”，可以结成社会群体。

回溯至前文所述的“有辨”，正是因为了解了生活环境险恶，逻辑思考能力

使人意识到群体生活的重要性。既然人有群体生活的特质，并且能够形成社会，那

么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关系到“明分使群”了。

第二节：“明分使群”

38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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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分使群”这一概念，是取自《荀子·富国篇》：“救患除祸，则莫若明

分使群矣”39，其中“分”与“群”，若按当今字面意义解释是矛盾的，然而在荀

子学说中，“群而无分则穷”40，“分”正是人类得以“群”的基本。

人类开始群体生活后，不代表社会文明就能成功建立起来。人为什么能结合

成社会群体？是因为“分”，是因为有社会等级、职业分工、资源分配等保持社会

运作与秩序维持的关系。荀子此想法与西方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社会分工论”相近

，皆认同社会阶级与结构会让人懂得区分，从而使社会安稳。荀子这一思想，与西

方社会学家马克斯十分接近：“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

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1

荀子所言“分”并非分开之意，而是如同第一章“天人之分”里所述，《荀

子》中“分”有分工、分配、让所指对象各司其职之意。“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

同欲而异知，生也。”42，人类过着群居生活，虽然大家都在生存这方面有所追求，

仍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思想与智慧。“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

则不能胜物”43，若是所有人地位相同，道德方面却各有各的标准，那样即使有人

随心所欲谋取私利也不会遭受谴责，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一旦有人不加限制索取

资源便会发生争夺，一旦动乱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力量便会被削弱，社会文明

也无从发展，长久下去本来使人类有异于其他生物的“能群”也失去了其优势。

43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3。

42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8。

4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页734

40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8。

39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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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之所以会提出“分”的概念，自然与其生活环境脱离不了干系。荀子许

多学说虽源自孔子的思想，但是因为二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组织不同，导致他们在

“分”的概念上也有点偏差。孔子确实认为人们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但是他

是不主张以政治的方式实行“分”的。孔子时代的社会，社会进化还很幼稚，社会

组织还很简单，所以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教育思想化的政治思想。44在孔子所

处的初期农业社会，虽然人民得以占有私产，然而多数资产仍是由执政阶层管理的

，因此在学者杨大膺看来就是“当时的人民生活，用不着向物质方面去追求，只要向

精神方面求安慰就足够了”。45换个方面来看，到了荀子所处的时代，农业已经发展

到了一定的阶段，财产私有制度也成型了，肥私利己这种行为也逐渐形成，荀子遂

认为政治是分配工作与资源不可或缺的手段，不是单纯地道德教化上的层面了，还

强调了道德教化配合刑法的重要性。

简单来说，荀子的“明分使群”无疑重点就在“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

多力则强，强则胜物”46，人之所以能够支配自然资源，成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存在

是因为“群”，而群体生活不代表就能成功建立起成功的社会，人类必须清楚如何

“明分”，即社会分工与资源安排，才能够“使群”。而想要“分”，以达到修身

治国的境界的成果，就关乎到引人守序的“化性起伪”与“礼”的概念了。

46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52。

45
杨大膺，《荀子学说研究》，页81。

44
杨大膺，《荀子学说研究》，（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页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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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化性起伪”与“礼”

承前文所述，荀子认为放纵“性”会带来恶果没错，但荀子没有全盘否认人

类渴望索取天地万物以满足生理需求，生存下去的举止。但是人类始终是群体生活

的生物，为了在满足“性”而生存下去，以及维持自然规律与社会秩序二者之间找

到平衡，荀子提出了“伪”的概念。

先论“伪”的概念，“人之性恶，其善伪也”47，荀子所言“伪”并非指伪造

，虚伪之意，而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48，也就是后天学习而成

之意。在荀子看来，“化性起伪”并非指做作造假地呈现出善良的假象，而是矫正

弯曲的木料使其挺直一般，需要有师长君主和礼仪法度来引导人们，使他们懂得如

何背离本身只会向外界索取事物以谋求生路的本性，学会守序。

承接第二小节所叙，既然“性”是人类生存本能，那为何人类还会产生需要

背离本性，学会守序向善的想法呢？“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49，依荀子所言

，性恶不代表人没有向善的欲望，礼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性恶”，就如墨绳墨

斗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不正的东西需要纠正。善的存在就是因为有恶的衬托，若人生

来为善，自然不知何谓恶，更不会有想要管束恶，“化性起伪”的礼治的出现。荀

子提出性恶并非为了否定人性，而是为了让人们看清人性里生理本能的存在，让人

承认并接受“人性”，同时揭示天、人、社会失调的乱象是因为平衡被打破而起，

49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5。

48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3。

47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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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人们维持后天教育、礼治、社会阶级的重要性，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

的。

有了向善性，加上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意识到群体利益的重要性，于是开始

学习管束欲望，形成道德准则，维持社会秩序。人与社会与其秩序的关系靠“明

分”，“分”则需要“礼”维持，那么这个“礼”该如何制定呢？根据荀子的看法

，“礼”应该有三个原则，如果违背了原则，那么制定的“礼”是无法达到治理社

会的目标的。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50，由此可见，要

守礼自然要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51之所以要以天地为根本，这就要回溯到天

人关系上，天地是人类生存资源的根本的话题上了，因此此处不做赘述。至于以先

祖、君师为根本，更是于社会脱离不了干系：祖先是种族之所以能繁衍至此的根本

，而君长无非就是领导政治与社会组织运转的根本。就此看来，生存资源、种族繁

衍与社会秩序三样自然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论述下来，可见荀子的思想学说有着极其严谨的逻辑，

每个学说概念都扮演着各自的职责为读者解释天人之道、身心之道与群己之道，环

环相扣着在他的世界观里组成一套独属于荀子的哲学，而非经典的纯粹依据着孔子

学说的儒学。

51
杨大膺，《荀子学说研究》，页36。

50
张觉撰，《荀子译注》，页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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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体而言，由于准备时间与篇幅有限，至此阶段笔者尚未能够全方面深度解

析《荀子》中有关天、人、社会的所有学说，但就结合前文来看，可见荀子不论是

在天人之道、身心之道、群己之道上都十分注重维持秩序。

先论“天人之道”，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并非为了疏远天人关系，也不是

为了让人不尊敬天。荀子强调天无法主宰的目的不是为了贬低，而是让一直以来被

认作更低一等的人类重获主动性。天人都是独立的存在，人应各司其职，不僭越也

不过分执著于天道，专注于人事，治理社会才是真正理解天。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自然资源也在功利至上的社会中不断被索取且不平

均分配，这只会破坏社会与自然秩序，造成种种生态危机如资源衰竭，环境污染，

贫富悬殊等。将荀子天人论置于当今社会思考，虽说荀子当时社会环境与今时今日

不同，但治理社会的人道与天道一样是永恒不变的。其天人和谐，互相敬重的思想

仍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与学习。

厘清天人各自职责，说明天是有自己需要遵循的常道后，荀子“身心之道”

中的“性恶论”更是表明人类不约束情欲之性带来的恶果，带出“群己之道”中

“化性起伪”、“明分使群”与“礼治”等概念，无一不展示了制定秩序标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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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遵守秩序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人类该遵守秩序，不破坏自然与社会的平衡。笔者

在此大胆推测，在分析荀子天、人、社会间的关系后，应当得到不管是负责确保自

然运作的天，或是负责确保社会运作的人类来说，守序都是应当遵守的本分，才能

确保万物长久运作下去。

荀学之所以争议不断，起因之一在于断章取义，或因个人需求而曲解荀子思

想原意。为避免分析时有先入为主或受一家学者影响曲解荀子思想之事发生，除却

上文前人研究综述中所提及参考文献外，正式细谈时也将参考相关文献再作判断。

除此之外，研究荀学一大问题是古今词义不同造成的误解。为避免此情况，参考各

家学说时也应当注意该学者所言是否与原文注释有误。另外在使用社会学理论配合

分析荀子思想时，也应当注意切勿为了个人需要而曲解该社会学理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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