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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精英而大众：荀子与孔孟伦理思想之别及其意义（吾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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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我们还应当别有重要的收获。一部古代中国“善”的历史，总起来说是由德而伦的历

史，或者说是由精英而大众的历史。就大处着眼，其可分为上下两段。中国之“善”生在商周，其时基本为皇室贵胄

所有，延及春秋，“善”始下移，但因社会条件尚不具备，加之孔孟的力挽，亦仅止步于“士”，就社会分层而言其

未脱精英气质，此为上段；秦汉姑且可视作下段之始，“善”开始在社会基层的艰难跋涉，虽几经曲折，但至宋代，

“善”在基层的各种社会条件日臻成熟，加之新一代儒家的热心参与，伦理终于落足和生根于大众之中。以如此视野

来考察荀子，其时正当前后两阶段之间，也即在由德而伦、由精英而大众的过渡时期。而荀子果然不负历史重任，提

出了由德而伦、由精英而大众的伦理思想。虽然说，思想尚不是实践，由思想而实践尚需时日，但其意义已经陡然凸

现出来，即在一部中国古代伦理或道德史中荀子的伦理思想正位于新老交替、前后转折、上下更迭的关头。完全可以

这样讲，荀子的伦理思想以其鲜明的形象在中国古代伦理发展史中独树一帜并构成中国古代伦理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这一环节对于中国伦理史而言意义重大，地位突出，其承前启后，不可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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