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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斌，河南人，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主要从事清代思想文化、货币、鸦片问题的研究，著作有《晚清货币比价研究》，《巨人从麻醉中奋
起》，合著有《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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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灵的附体  2．刘邦杀韩信  3．杨广杀父夺位  4．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  5．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6．赵构
保位求和  7．朱翊钧的南面之术  8．胤稹即位之异说  9．乾隆皇帝与大贪污犯和坤六  韩非思想的近现
代意义  1．召唤亡灵  2．“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  3．“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魏源)  4．“纯用重典，以除强暴”(曾国藩)  5．“申韩贤于尧舜十倍”(汪士铎)  6．礼赞韩非的不
同含义(严复)  7．给韩非穿上西装(梁启超)  8．革命家论法家(章太炎)  9．“法家复兴论”(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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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君与臣之间更是一种利害关系。
人臣希望无功而受赏，不出力气而富贵。
人君需要拿出爵禄来换取人臣的帮助和效力。
君与臣之间是——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计算之中。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
君臣之交，计也”。
对国君有利，对自己有害的事情，臣子是不干的；对国君有害，对臣子有利的事情，国君是不允许的
。
双方完全是为了取利。
这叫做“主卖官爵，臣卖臣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君与民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冲突的关系。
遇到战争时，君主希望老百姓为其作出牺牲；和平时期，希望老百姓努力耕作，贡献物产，厚养村主
。
民众当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
对付老百姓只能依靠严刑峻法，仁义恩爱不足以止乱，而严刑威势可以止暴，君主应当“不养恩爱之
心，而增威严之势”。
    韩非不相信人有善良的一面，认为人的根本是坏的，是恶的，是不可信的。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群臣不是骨肉之亲，固然不足信，就是有骨肉之亲的妻室、儿女、父亲、兄弟，也同样不可信。
请看他的《备内》篇：    “国君的祸患在于相信人，相信人就会被人控制。
做臣子的对于国君来说，不是骨肉亲情的关系，之所以表示臣服是迫于国君的权势。
        “做国君的过于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就会借用国君对儿子的宠爱而谋私利，所以有李兑教赵王
饿死主父的事件。
做国君的过于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其妻子以谋私利，所以有优施教丽姬进谗言杀死
晋献公太子申生，而立丽姬之子奚齐的事件。
儿子和妻子的关系对于国君来说，应当是最亲近的了，尚且不可相信，那么，其他一切关系自然更不
可信。
      “拥有万辆或千辆战车的国君，他们的妻子、后妃、太子中，或许就有希望国君早早死去的人。
怎样知道有这种想法呢?夫妻之间并不是骨肉关系，爱了就亲近，不爱就疏远。
俗话说：‘母亲受到国君的宠爱，她的儿子就会被国君抱在怀中’。
而从相反的方面可知?母亲被国君厌恶，她的儿子就会被抛弃。
从生理上讲，男子在50岁的时候对于女色的要求还没有减弱，而妇女过了30岁，她的容颜就会衰老。
姿色已经衰减的人侍候对于女色要求尚未衰减的丈夫，很可能被怀疑和疏远，使其子怀疑后来的待遇
。
这是后妃和儿子希望国君早早死去的因由。
只有母亲成为王后，她的儿子才可能继承王位而成为国君。
成为国君，才能令行禁止，享受到父王的一切乐趣，拥有指挥万辆战车的兵权，这就是后宫使用鸩毒
或扼杀来对付国君的因由。
”    韩非道出了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的丑恶人性。
他只是抓到一个变例，便把它当成典型的材料加以推演。
赵王、丽姬，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人，鸩毒扼杀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
但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赵王、丽姬，有几件鸩毒扼杀?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坏蛋，加以提防。
他反复强调人性是自私的，是恶的，是不能信任的，主要是为他的君人南面之术找根据，根本的出发
点是为国君独裁统治服务。
    “术”是什么?韩非有两种回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帝王术>>

在《定法》中，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此人主之所执也。
”在《难三》中，他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前者是指课能之术，后者是君主心中的机密，也就是阴谋权术。
一句话概括起来，“术”是君主驾御群臣的权术，术的对象是群臣，术的形式是不公开的。
    在韩非看来，“君臣不同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君之道是治吏不治民，臣之道在于奉公守法而治民。
认为君主统治全国，犹如渔翁用网捕鱼，纲举而目张。
民为目，臣为纲。
在《外储说右下》中说：“善张纲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
。
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君主抓住了治民的纲，纲举而目张，就可以牢牢统治天下。
    一则故事说，子产出行，听到妇人哭声，认为这哭声哀而惧，必有隐情，派人查访，得到的结果是
：妇人因奸情杀死丈夫，被绳之以法。
韩非对子产不仅不表示称赞，反而非难说子产“无术”，不抓大事，于国家无益。
    如前所说，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君臣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孤愤》中，韩非这样说：“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
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故主失势而臣得其国”。
因此君主不能靠信义使群臣为自己效力，而要依靠术数，使其不得不听从自己驱使。
    一则故事说，晋文公在国外流亡时，一位名叫箕郑的随从，是为晋文公拿饭的。
途中失散，箕郑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肯动用饭壶，受到晋文公赏识。
文公回国后，攻克了原(地名)，就把这个地方交给箕郑来管理，他说，箕郑忍饥挨饿，为我保存饭壶
，肯定不会背叛我。
大夫浑轩表示不赞成，他说：“以不动饭壶来设想不会背叛自己，不正是缺乏权术吗?明智的君主不依
靠臣子不背叛自己，依靠的是臣子不能背叛自己；不依靠臣子不欺骗自己，依靠的是自己不被臣子欺
骗”。
    从统治者的阴暗心理出发，韩非不相信臣子对君主有诚心诚意，甚至认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之间全无信义可言。
“臣对君是缚于势，不得不事也。
”只有用术，才能迫使臣子不得不忠。
君主如果用人无术，不是被聪敏的臣子欺骗，便是被愚蠢的臣子误事。
“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八说》)。
君主如果用人有术，便能使臣子各尽其能，各尽其力，忠心事上。
    熊十力说：“韩非之书，千言万语，壹归于任术而言法，虽法术兼持，而究以术为先。
”韩非所言的术，绝大部分是驾御群臣之术，这是他总结了历史上法家执政的得失，得出“明主治吏
不治民”的结论后，所特别强调的。
这也就是说，他认为历代“法治”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法治本身，而在于君主无术驾御群臣。
细细归纳韩非之术，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课能之术，或称“刑名之术”。
 (2)暴虐无道    秦二世胡亥是韩非的信徒。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下令续建阿房宫，李斯上书劝谏，二世回答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
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
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舌，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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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遵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
所务也。
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
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
”胡亥的回答通篇是韩非的思想精神，引自《五蠹》，也只是文字上小有出入。
在权术的应用方面，赵高应是韩非的高足了。
赵高以习法受到始皇赏识，因善于权谋受到二世重用。
赵高劝李斯杀死公子扶苏而立胡亥的一段说辞，句句浸透了韩非专制独裁的思想精髓。
    沙丘之谋，赵高、李斯立了大功。
秦二世宣布赵高为郎中令，赵高一跃而为九卿之一，成为皇帝侍从的负责人。
李斯继续任丞相。
秦二世、李斯、赵高掌握着秦王朝的大权，这是法术人物组成的班子。
与秦始皇统治时期领导层相比，明显缺少那种气势恢宏的气度，同时对于大政也缺乏明智的决择，唯
有一点超越了始皇，就是残暴。
    埋葬秦始皇时，除陪葬了大量珍宝之外，胡亥还把后宫里数以千计没有生过孩子的夫人、美女作了
殉葬品。
还把修陵墓的工匠们全部堵在墓中，活活闷死，没让一个活着出来，理由仅仅是为了防止泄秘。
    埋葬了秦始皇，并没有埋葬掉秦王朝的社会危机。
当秦二世步入咸阳宫时，自身已经置于社会矛盾的火山口上。
陈胜、吴广已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张居正改革的基本纲领是：“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
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
”这一段话的每一项主张都可以从《韩非子》中查出根据来。
    张居正所说的：“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是从韩非的下面这段话中提炼出
来的，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    张居正在这里讲的“省议论，核名实”，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叫做“综核名实”。
“综核名实”来自韩非的“循名责实”。
韩非认为“君臣异利”，“上下一日而百战”，明君控制群臣的方法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
”循名责实”，韩非说得很具体，“形名者，言与事也。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至于“强公室，杜私门”，则是先秦法家人物提倡社会改革的共同主张，在这里不必赘言。
    总之，张居正变法的理论根据主要来自先秦时期的法家。
他是一位崇尚先秦法家思想的政治改革家。
他直接了当地称赞法家，称赞秦始皇。
他说：“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
”充分肯定秦的统一是再次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而汉初由于继续推行秦朝的法制，国家得以富强。
可是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大搞礼治，经过唐宋一直延续下来，于是社会风气越来越崇尚虚假的礼
义，特别是到了宋末，社会风气颓靡到了极点。
而到了明太祖时，由于“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划削殆尽”，所以明朝才强盛起
来。
由此他便得出结论，法古循礼，死守旧制必然亡国。
    张居正反对礼制，主张推行法治。
他认为国家的衰势只有靠法纪严明才能挽回，批评那些反对改革的儒学先生是不达时变，“老儒臭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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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迂谈”。
为了扭转明代“纪纲不肃，法度不行”的混乱局面，张居正特别强调“以法绳天下”。
他说：“法纪未张，吏不恤民，驱而为盗，此皆酿祸之根”。
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必须加强法制，不论是谁，违法必究，不允许徇私枉法，“法所当加，虽贵近不
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一断于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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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
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
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
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
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
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
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
》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
，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
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
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
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
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
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
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
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干余年间，元
典常释常新。
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
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
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
性的一种形式。
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
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
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
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
。
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
俯拾即是。
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
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
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
、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
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
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
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
待言。
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
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
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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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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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元典文化丛书中的一册，介绍韩非子的生平以及他的思想。
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对秦国的影响很大。
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如果你想了解韩非子，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理论，那么本书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帝王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