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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君（商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进一步了解一下商君，认真地研读一下《商君书》，无疑是每一个想熟悉与研究中国文化者的
要务之一。

商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把他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阐述其政治思想与军
事思想的《商君书》一向被人们看作是先秦法家的重要典籍。

 本书对《商君书》作了详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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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民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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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些说法恐怕不当。
因为：一、“昊英”之类，只是诸子征引古史来说明问题，而不是史家在确定上古帝系，伏羲、昊英
虽然属于两个传说系统，但作者征引谁应该是很自由的，正如韩非有时征引尧禅帝位于舜的事迹（《
韩非子·十过》），有时又征引“舜逼尧”的传说（《韩非子·说疑》）一样，这种征引内容的不同
并不能确证其作者的不同。
二、商鞅主张法治，但并不一概排斥贤人，如《更法》说“贤者更礼”，《修权》说“论贤举能而传
焉”，《赏刑》说“圣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贤者不忧”。
三、《开塞》并不一概地反对“义”，它所竭力反对的是“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的“世之所谓义
”，而该文的“义”实是《开塞》所提到的武王之义，作者在《开塞》中并未加以否定，所以其文说
：“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
”因此，两者并不矛盾。
四、该篇对“义”仅仅是采取了“不贵”的态度，并没有特别的仇视。
五、该篇主张“壹民于战”，这“壹”并不只是“心志专一于农耕”的意思。
六、此文说“人主处匡床之上⋯⋯而天下治”，这.是依靠了“无所不见”、“使众不得不为”的手段
才取得的，所以它实是一种“有为而治”，与韩非所说的“无见其意”、“见而不见”、“令名自命
”、“令事自定”的“静退”“无为”原则（《韩非子·主道》）并不相同，其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
联系。
七、流畅与用词，不宜用来判定其著作年代，因为本书流畅的篇章甚多。
总之，该篇所主张的适时而治、“以战去战”、“以刑去刑”、“胜其民”、“使民乐战”、“行间
之治，连以五”等，都可与他篇互相印证，所以它应为商鞅所作。
第十九篇《境内》，一般人都认为是商鞅所作。
有人认为是商鞅变法时所拟订的一个法制草案，但在流传中有了脱误。
第二十篇《弱民》，有些人认为不是商鞅所作，理由可概括如下：一、该篇文字与《去强》重复很多
，可证非出于一人之手。
二、末节文字较明畅，而文中又提及了商鞅死后的人物“乌获”。
三、末节自“楚国之民”以下，显然是节取了《荀子·议兵篇》，而又搞乱了原文的次序，其中所说
的“唐蔑死于垂涉，庄蹻发于内”，“鄢、郢举”等，都发生在商鞅死后。
凡此种种，有人推断该篇是荀卿以后战国末年或西汉初法家者流杂辑各种材料而成，但也有人认为该
篇是商鞅的学生在荀子逝世前夕（约前247年）作成的。
以上这些论据值得重视，但结论未必正确。
据有人研究，该篇除末节外，实为《去强》的注文，所以它与《去强》的文字有很多重复也是正常的
。
我以为，该篇除末节外，均为商鞅所作。
至于末节，它与《去强》毫无关系，文笔也与前文不同，显然与前文不是同一篇文字，所以肯定不是
商鞅所作，而是荀子以后的人所作。
其中前半节是根据《商君书·错法》发挥而成的，后半节是根据《荀子·议兵篇》改写而成的。
大概编书的人见这一节的开头与《商君书·错法》类似，就误以为是商鞅的作品而编人了书中。
第二十一篇《御盗》，原文已经亡佚，无从考其真伪。
第二十二篇《外内》，有人认为是西汉的法家如晁错等的作品，理由是：其通篇意简而文清，且在战
国时代很少说“边利”这样的话。
汉代有边患，才常说边事。
有人认为这是前250年以后的作品，理由是：《徕民》主张将新来的移民驱人农耕、将原有的秦民投入
战场，而该篇将兵战与农耕判然划开，显然是对《徕民》的分工主张的发挥，所以应成于《徕民》之
后。
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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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西汉人虽谈边事，但没有用“边利”之语；更何况从该篇末句可以看出，作者的主旨是为
了国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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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君书》：国学经典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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