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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有的善于浸润人心（如孟子），有的长于论辩机巧（如纵横家），有
的精于政治运作（如商鞅），有的乐于超然物外（如庄子），但要论及博学，恐怕难有出荀子之右者
。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荀子不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样也是整个先秦思想的总结者。
自荀子之后，虽然有韩非独领法家之风骚，但终究偏执一隅，思想学术领域也就再也没有能形成一个
更为完善的思想体系，荀子也就成为了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曲绝唱。
荀子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是以其广泛的见闻和深入的思考为基础的，无论是批判的针对性，还是
论述的严密性，都显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
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从这一点上确实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荀子一生几乎游历了当时的所有诸侯国，并且接触了这些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了他们的思想
。
同时，荀子也有机会跟那些在各国游仕的各家各派的学者交流，并深刻思索了他们的思想特色和不足
之处。
而且，荀子的博学在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荀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不仅对于诗、礼、
乐等儒家传统的经典科目有着深刻的研究，而且他的文赋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又深谙法家、名
家之道，甚至对兵家、?祥之说也广有涉猎，这些都是同时代的学者所难以具备的。
孟子讲“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对于荀子而言，战国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可谓“天时”，广
泛的游历可谓“地利”，自身的聪慧与博学则为“人和”。
具有了这三方面条件，荀子对于先秦时期学术做了最为全面和深刻的总结。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荀子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后世之人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
识先秦思想，而先秦百家争鸣也就不可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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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正是基于这些来自于“天”的特有性质，人们才必须在社会实践和行为的过程中遵循最基
本的原则。
如果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
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职能，这叫做大凶。
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
，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
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
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
了天。
 我们说荀子在很大程度上将“天”解释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客观自然，于是，人与“天”的沟通最直
接的就是那些自然赋予人本身的属性。
例如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人拥有的理性意志能力；乃至人特有的类意识，
即在行为的过程中要考虑同类的利益与感受。
荀子认为，对于人的这些来自于自然的属性，首先不能随意违背，而是要在积极认识这些属性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力，来进行人类社会中的实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孟子一样，荀子也提到了“知天”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里的“知天”指的
是一种理性认识而非感性体悟。
因此，可以说，荀子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知性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人首先从自然中继
承了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特质，进一步则是要不断地发展运用这些能力和特质，从而达到能有效的利用
自然，并依据这些能力来组织社会秩序，以有利于人自身的稳定与进步。
简言之，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其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运用“天”所赋予的能力来实现“人道”。
 可以说，荀子将天的道德意义剥去之后，为人的理性能力留出了空间。
我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而这种灵性在荀子那里不外乎人们在自然属性上的独特之处。
例如，人有着较为复杂的感知系统，有着丰富的情感体验，而最为重要的是有着独特的理性意志能力
。
这也就是为什么荀子特别强调说“心”能够统摄五官，并称之为“天君”，也就是最高的主宰。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心”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奇特的概念。
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将其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从其内涵上而言，大多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认为“心”不仅是所有感官的统摄，还是道德感悟的源
头，乃至是理性与意志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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