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0 ·

中国领导科学  2022 / 5

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富创新精神

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是先秦时期各种思想

文化之集大成者。处在一种社会变革及对社会

历史进行反思的时代，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渊

源、学术流派及现实政治问题都做出了较为系

统全面的价值评判，在许多专门领域都做出了

巨大理论贡献，社会构成论是其突出的理论贡

献之一。荀子理论是为即将统一的中央集权做准

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思想。他立足于现

实，对社会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形成了社会构成论，并成为政治思想的重要内

容。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从三方面对荀子社会构成论做一详细阐述。

一、人是构成社会存在的价值主体

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人，社会机体是

由活生生的个人构成的。马克思说：“任何人

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1]，还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

史”[2]。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个体生命

存在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必然逻辑联系。

与马克思有所不同，在荀子的社会机体构

成理论中，还没有对人本身的来源问题进行探

讨，这种较高层次的认识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还不可能提出来。虽然如此，荀子则肯定

了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人是构成社会有机

体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

人是万物之灵，是“最为天下贵”的。人在荀

子的社会构成思想中一开始就被当作既定的存

在物来看待，是已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且又高于

动物界的唯一有理性有道德意识的存在体。荀

子指出，社会构成的主体只能是人，这是由人

的本质决定的。虽然在荀子看来，一切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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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禀受天地之理、阴阳之气而产生的，但人

却是这一生命体系列中发展的最高产物，人的

本质决定了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特质。此特质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有“征知”“有辨”“有义”，而动

物则没有。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

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3]，所谓辨是

指人的理性思维功能。荀子还说：“水火有气而

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

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4]

这里所谓“义”就是指人有道德，有分别善恶

是非美丑的能力。显而易见，荀子主要是从人

有理性思维功能和分别善恶是非美丑能力的角

度区别人禽，不同于孟子从人是否先天具有礼

义道德、是否先天具有四端之心来分辨人禽。

孟、荀都认识到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形体，而

在是否具有理性功能、道德意识，这在一定程

度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某种差别，其中包含着

部分真理性认识。但这毕竟不是人禽之间的本

质差别，孟、荀都只是从一个侧面探讨了人的

本质存在，还没有达到对人的本质进行全面把

握的高度。

二是人高于动物的另一特质在于“人能

群，彼不能群也”。荀子举例说，作为人“力

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 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5]。荀子认为，人的禀

性中就已本能地包含着合群的能力和趋向，人

的这种先天赋予的合群行为是社会群体组织之

所以能建构与成立的基本前提。人是一种理性

的动物、群居的动物。只有一个人，就无所谓

人，也无所谓社会。如果荀子的结论不啻为一

种天才的猜测，现代心理科学大量实验表明，

人能群、合群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种

本能的反映。“正如一个婴儿在早期脱离了保护

和照顾就不能生存一样，人类在独立无援的情

况下也不能生存，人类内在的本性要求人必须

依靠他人，依靠群体而生存。”通过这一科学研

究成果，可以证明荀子“人能群”“人生不能无

群”结论的合理性。但是，荀子得出的所谓动

物“不能群”的论断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动

植物在其生存范围内都有各自的群体组织和群

居方式，不但有草木之群、鱼之群、鸟之群和

兽之群等，而且还有“牛羚群、斑马群和瞪羚

群、沙丁鱼群和虾群，当然还有大量的蚁群和

蜂群”。鉴于当时自然知识的局限，荀子忽视

了动植物也能“群”这一特点。显然，荀子把

人“有辨”“有义”“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作

为人禽之分别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这一点很好

理解，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

高，过去一些被认为是真理性的认识不断被修

正、被打破，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最后证明是

错误的，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取代。达尔文的

进化论，同样不断遭到现代科学的挑战，甚至

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骗局。荀子还认

识不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并不在于道德、思

维、群居等方面，而在于人能用双手从事劳动，

能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正是劳动，使人与

动物得以区别开来。马克思说：“人就是人的世

界，就是国家，社会。”[6] 又说“人的实质也

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7]。马克思主义者认

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制造劳动

工具并能使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荀子虽

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人的本质特征问题，但其

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试图

从不同方面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为

思想家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

维空间。

从 荀 子 的 思 维 轨 迹 看， 构 成 社 会 的 主

体——人由于具有征知、有辨、有义、能群的

社会特征，因而成为天下最贵的生命体。人在

荀子那里，显然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孤零零

的存在，而是融于群体关系中的族类的存在。

也就是说，人类初始是以“群居”的形式而不

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这不仅与荀子

“人能群”的思想相一致，而且也与人类社会历

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相吻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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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现代人类社会正“是从人群发展起来的，

而绝不是先有一些单个的、散居在各个极不相

同地点的人形生物”。

二、明分使群：人的欲求与物质匮

乏之间的矛盾冲突及解决方式

从荀子对人性的规定看，人性是恶的。恶

的人性的流露便是人的无限欲求和冲动以及对

外物的攫取。依照荀子的理论逻辑，一方面，

人的这种恶的本性构成了与群体组织发生矛盾

冲突的潜在力量，随着人类智能水平的提高，

交往方式的扩大，贫富分化的出现，这种矛盾

冲突日益暴露出来，人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

意愿和追求。组织是要稳定和谐的，而人的欲

求不断冲击打破这种稳定，如果任由人的本性

发展下去，基于人性而构建的原始群体组织就

有可能在人的欲求的膨胀撞击下分崩离析。人

类组织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人性对

组织群体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人性的无限

欲求与物质资料匮乏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

加深。这种矛盾冲突是构成其他一切矛盾冲突

的最根本性的矛盾，荀子很清醒地意识到了

这一点。他指出：若没有一定的外在规范对

人的欲望加以限制，就会出现“强胁弱也，智

惧愚也，民下违上，……老弱有失养之忧，而

壮者有分争之祸”[8] 的混乱现象。荀子反复强

调“欲”“物”矛盾是引发“争”“乱”“穷”的

内在动因。为了避免社会混乱现象的产生，荀

子提出了“明分使群”的解决方法。“分”的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先秦著名思想家。早年游学于齐，曾三次担任齐国学宫之长。后为楚兰

陵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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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

也”[9]。荀子所谓“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分别”“区别”，而有其丰富的内涵。其涵摄

范围十分广泛，弥纶宇宙天地、社会人生，无

所不包，无所不具，只要有异可别，便有分的

作用行于其间。荀子之分包括尊卑长幼之分、

贵贱贫富轻重之分、智愚贤不肖之分、士农工

商之分及政治上官吏职等之分等。如果继续追

问：分何以能成？分的标准是什么？荀子认为，

分的标准就是礼义制度，就是按照礼义制度的

种种规定对社会组织、阶层、成员进行的划分。

无论是儒墨之分，还是君子小人之分，其评价

标准皆在于此。分的社会目标就是要做到“贵

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0]，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11]，使人的

欲求矛盾得以适度调节，从而缓解社会纷争，

避免出现社会危机，这样，社会就会出现一幅

“庶人安政……君子安位”[12]，“主相臣下百吏

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

不务视其所不见”以及“农分田而耕，贾分货

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

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13] 的和谐

政治局面。

荀子分的直接后果导致了社会等级现象的

出现和形成。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是由不同阶

级、集团等构成的等级社会，不同等级的人在

社会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们

大都维护既定的社会现实。孟子说：“或劳心，

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4]

荀子也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

下之通义也。”[15] 他们都认为社会有等级差别

是合理的。荀子指出，社会既由不同等级的人

所构成，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便具有不可逾越的

界限，因而社会就不可能做到上下平等。他说：

“分均则不偏；势整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

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

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

也。”[16] 荀子把社会不平等看成是“天数”的

必然，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要求平等是

不可想象的。基于这一思想，荀子主张在政治

上，“卑不得临尊，轻不得以悬重，愚不得以谋

知”，上下等级界限要严格区分；在起居饮食

上，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

丧祭械用皆有等宜”[17]；在思想上甚至要求人

们“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

见，不务视其所不见”[18]，积极维护封建专制

制度。

在漫长的阶级对立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程度决定了社会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

和必然性。荀子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不

平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形态。我们认为，

荀子的这一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是不容全然否

定的，正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

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

荀子主张依据礼义制度对社会进行区分，

看到了对社会有机体进行划分的必要性，这是

他的理论贡献所在。但荀子把这种等级划分看

作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则是他的时代局

限。荀子作为处于社会政治形态由分化到融合

转化时期的代表人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

形势需要，指出人们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不

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从而又否定

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荀子指出，作为社会一成

员，无论门第多么高贵，若无才德，使之降为

庶人；而庶民百姓，若能身积礼义，则擢升为

卿相士大夫。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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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们的社会地位可通过自身的努力

来获取，也可因自身的怠惰而丧失。这种思想

观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春秋时的史墨就说

过“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20]。

墨子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竭力反对等级

制度，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说：“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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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

断予之令。”[21] 墨子还喊出“官无常贵，民无

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22] 的口号。

可见，荀子的这一思想是史墨、墨子等人思想

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荀子把这种思想纳入自己

的政治理论体系中，强调后天学习、道德修养

对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性，这与荀子肯定人的

能动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人的不同需要层次及重义轻利

倾向

荀子在其政治理论学说中探讨了社会有机

体的构成问题及由分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社会

不平等问题后，还对构成社会机体的主体——

人在社会结构中是否具有不同的需要内容和层

次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人的需要问题的探讨有

助于我们把握某些社会内在变化的动因，如黑

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历

史的深入考察使我们深信，人们的行动都决定

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情欲，他们的利益，他

们的性格和才能。因此，只有这些需要、情欲、

利益才是这幕戏剧的动机，只有它们才起着主

要作用。”[23] 对黑格尔的这些论述，列宁在《哲

学笔记》中说它“接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

思也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

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

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

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

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24]

荀子在自己的政治理论中，对人的需要问

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这一问

题。他承认“人生而有欲”，人的欲望在其展

示过程中表现为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需

要有高低层次之分，因而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

就不一样。我们把荀子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归纳

起来，可概括为人的四种需要。

第一层次是人的本能需要。这是人的需

要的最低层次，荀子把这种需要视为人的最

基本的生理要求。他说“饥而欲饱、寒而欲

暖，劳而欲休”[25] 是人人具有的生理本能，

是人生来就有的禀赋。目之辨黑白美丑，鼻

之辨芬芳腥臊，耳之分音声清浊，口之辨酸

咸甘苦以及骨体肤理之辨寒暑疾痒等都是人

本能的不同表现，对于人的这种本能需要，社

会必须首先予以满足，谁也不能泯除人的欲

望。他还说“虽为门守，欲不可去……虽为天

子，欲不可尽”[26]。荀子针对早期许多思想家

提倡的“无欲”“去欲”“寡欲”等观点提出了

批评。他认为重要的在于导欲节欲，而不在无

欲去欲。荀子认为有些政策的设计，正是以人

的“多欲”本能为前提的。荀子不否认人有满

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权利，但又指出，满足的方

式必须严格限定在礼义规范制度的范围内，也

就是说，人的需求欲望不能随意发泄，任意膨

胀，而要有一定的“度量界限”，符合一定的

礼义规范。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仍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第二层次是人的享乐需要。在荀子看来，

享乐需要虽比人的本能需要在境界上高一层

次，但仍没有脱离本能需要的领域，所谓享乐

主要是指物质方面的享乐。他指出，随着时代

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而

是“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

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

足”[27]。人们对衣食住行有了更高的要求，“重

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

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

园囿甚广”[28]。荀子所谓的享乐需要主要侧重

于目好美色，耳好乐章，口好佳味，心好利益，

骨体肤理好愉佚等方面。

以上两个层次的需要可以称之为人的自

然需要或物质需要。自然需要（本能需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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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需要）都是天赋之禀性，是无法遏制的

本 能 冲 动，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在 此 种 意 义 上，

人的这种需要与较高级动物的需要有相似之

处，但又有本质性区别，它们具有不同的物

质内容和满足方式。对人来说，无论前者还

是后者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是在人的

理性思维和社会意识支配下的行为，而动物则

不具备这一点。荀子虽主张人们应满足这种自

然需要，但反对人们一味去追求它。他说：“人

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

害；苟怠惰愉懦之为见，若者必危；苟情悦之

为见，若者必灭。”[29] 人若只顾追求耳目声色

之欲，就会陷入与禽兽无异的境地。因此，荀

子反对人们把自己的欲求仅仅限于自然需要的

领域，而应升华为更高层次的需要。也就是

说，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还产生了一种

对动物说来不存在的需要，即精神需要，而这

种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

定的。人类这种所特有的需要可称之为道德需

要或精神需要。

第三层次是人的政治权力需要。这种需要

可归结为道德或精神领域的需要。荀子说“夫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30]，“臣使诸侯，一天

下”[31]。希望成为天子，臣使诸侯，称霸天下，

是人人都有的愿望，但此愿望并非人人都能得

到和实现。荀子认为，一般人只能达到物质满

足的程度，而精神的需要和满足只有圣王君子

才能做到，人主都希冀能把国家治理好，最终

实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为

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

而恶辱”[32] 的含义。

第四层次是人的道德完善需要，也可称

之为追求理想人格境界的需要。这种需要居

于荀子人的需要层次的最高层，也是荀子努

力追求的理想境界。荀子通篇都在教导人们

要加强道德品行方面的修养，努力培养和提

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在荀子看来，这一修习

砥砺过程就是道德境界不断完善、不断实现

的过程。荀子树立的理想道德人格是“禹”，

禹所达到的境界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荀

子 认 为， 人 或 许 一 辈 子 都 不 会 成 为 圣 人

（“禹”），但人人每时每刻都有成为圣人的可

能（“涂之人可以为禹”）。

那么，在荀子所谓的两种需要类型之间究

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 这个问题用中国传统

哲学的范畴术语表述就是义（道德原则）、利

（物质利益）之辨问题，对这个问题在中国思

想文化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争讼不休。孔子就

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孟子则崇义贬利，以为“何必曰

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看来，仁义是

最大的“利”。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最后一位

大师，在总体上没有超越孔孟思想的范围，其

理论带有明显的崇义贬利倾向。他认为，利是

包融于义之内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舍

利取义，义与利相比更为重要，换言之，道德

生活要高于物质生活。荀子说：“天子不言多

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士不言通

货财……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33]

利与义相比是不足称道的，只要道德生活充实

丰富，一切物质利益便可随之而来，他说：“故

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处穷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

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34] 礼义之重

要甚至到了可以取代一切的程度，“仁义礼善之

于人也，譬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

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35]。荀子把一

味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斥之为“小人”，于是在

荀子思想中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矛

盾。这一矛盾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其前

提的，他先规定了君子是小人之反，然后指出

圣人君子在追求的价值目标上往往侧重于精神

需要方面，而小人则拼命追逐物质需要，无形

中把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对立了起来，可

以说，荀子最终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崇义贬利思

维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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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注重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立足于

现实，对社会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刻的

反思，从而得出了不少有思想价值的见解。对

一些人类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他也提出了自

己独特的观点，如“人生不能无群”“物不能赡

则必争”、人们不平等社会地位可以转化以及

人的需要层次诸问题，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睿智

和理性的光芒，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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