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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的道德哲学     

作者：刘示范 来源：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4日 点击数： 【字体：小 大】 【收藏】 【打印文章】 

《荀子》的基本道德哲学是“重义而不轻利”，力主“以义制利”。这也是《荀子》与荀子的基本价

值观。 

荀子重荀子重荀子重荀子重义义义义而不而不而不而不轻轻轻轻利利利利 

梁启雄先生认为，思想家的价值观，并不都是非此即彼，即并不都是要么“重义轻利”，要么“重利

轻义”，不可能是“重义而不轻利”。梁先生告诉我们：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就其价值观而论，可以同时

既是“重义”的，又是“不轻利”的。 

荀子认为世间最坏的思想和言行就是“保利弃义”；这些论述表明：荀子重“义”，但是并不轻利。

在这里荀子还明确提出了要人们以“公义”战胜“私欲”，将两者——“公义”和“私欲”对立起来。在

“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情况下，《荀子》对于“义”是十分看重的，只要坚持了“义”，就不怕强

“权”威胁、不屈于强“权”；不被“利”益所诱惑——即使将整个国家都给他，也收买不了他；重视生

命，但是坚持“义”是决不含糊的，也是决不动摇的。惟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君子！ 

《荀子》就“荣”与“辱”的原则区别而论，强调，只有“先义”“而后利者”，才能“荣”。非但

如此，只有“先义而后利者”，才能“常通”，而“辱者”就“常穷”；最后就是“通者”，就能够“常

制人”，而“穷者”，即“先利而后义者”，就“常制于人”，就是被人制、被人使唤或被人奴役。 

关于《荀子》和荀子“重义而不轻利”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其先辈孔子和孟子的价值观乃至整个道

统的顺理成章的合理继承与发展。这是极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 

““““庶人庶人庶人庶人””””为为为为本的政治道德本的政治道德本的政治道德本的政治道德 

荀子的政治道德哲学，在政治上是根深蒂固的从所谓“庶人”出发的以“庶人”为本的政治道德哲

学。 

随即，荀子围绕着“爱民”——这个一切政治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三条政治原则，即统治者的所谓

“大节”，以警告统治者：第一、统治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其次、统治者“欲荣，则莫若隆

礼敬士矣”；第三、统治者“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其实，这三条政治原则，其核心或实质还

是政治统治权利的巩固与平稳。这是任何政治都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以民为本。 

《荀子》强调“庶人”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十分重视统治者的表率和带头作用。最后，

《荀子》将孔子对于统治者，在实践中峙守“大节”与“小节”的实际表现作出的三种评价，合盘托出，

统治者们可以各就各位对号入座。 

““““禁暴除害禁暴除害禁暴除害禁暴除害””””的的的的军军军军事道德哲事道德哲事道德哲事道德哲学学学学 

《荀子》的军事、战争思想，主张“仁者之兵，王者之志”，强调和重视“仁义为本”、“仁者爱

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在实践中，“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

降，莫不说喜”。 

《荀子》主张，战争的目的是“禁暴除害”。以“仁者爱人”、“禁暴除害”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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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兵”的军事道德，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力量归结为“民”，他提出了“兵要在乎善附民”的军事思

想。 

““““入耳入耳入耳入耳””””““““着着着着心心心心””””““““为为为为己己己己””””的修的修的修的修养养养养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与与与与途途途途径径径径 

《荀子》和荀子的道德哲学不但都重视与强调“学”，而且尤其重视和强调“为己之学”。通过

“学”，能够使自己获得前人与他人创造和积累的知识，使自己增长知识与才干，见多识广。向他人与环

境“学”。人们应当重视向先进学习，选择美好的环境，在良好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从而提高自己的

道德修养。 

《荀子》“劝学”的最终目的是“修身”，而“修身”的最高“标准”是由“全之尽之”的“学

者”，达到理想的人格——“成人”： 

《荀子》认为，“成人”就是，权势利禄不能够使他倾倒，人多势众不能够使他变心，以整个天下为诱
饵，不能够使他动摇。活着遵循这礼义，就是死也是为了遵循这礼义，这就叫做道德操守。有了这样的道
德操守，然后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在社会上能够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在社会上
能够站稳脚跟，又能够应付各种情况，这就叫做成熟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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