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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变革加

剧的时代。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荀子审视人

性“善恶”，否定孟子“性善论”，但依然秉持儒家“内

圣外王”的道德理想，非常重视如何在混乱的社会中建立

起“礼”的秩序，因而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和

深刻的时代意义，值得关注与研究。

1　荀子教育哲学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经久不衰的主题。荀子的心性论在中

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是其理论学说的核心基石之一。作

为孔子之后的两大儒，荀子与孟子的对人性的不同观点，

引发了儒家对此的探讨。学界对荀子人性论的定义主要有

两种：性本恶论和性朴素论（自然人性论）。在这两种观

点中，性恶论产生最早，最普遍流行，原因在于荀子的性

恶论是针对孟子性善论所提出的，为孟学传人所不喜。但

事实上，非立场对立或简单的善论恶论二元对立的学者们

皆对此有所不赞同。张岱年先生认为：“孟子所谓性，与

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正因“非一事”，荀子与孟子

的人性论并非绝对对立且不可调和。

孟荀人性论中，在“性”定义上，孟子与荀子几乎无

异，皆继承了前人“生之谓性”的思想，都认为“性”是

自然先天之予人的，把人生来具有的先天属性视为人之

本性。孟荀的分歧实则是从“人”的定义上出现的。荀子

认为“性”是人与动物相同的天然之物。孟子则从人与

动物内在的不同点来规定人性，把人之道德性视为人之本

性。如人人皆有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荀子并非没有意识到人与动物的差别，相反，他非常强

调人与动物的不同，并认为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人有义而

动物无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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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

贵也。”（《荀子·王制篇》）此处的“义”不是“性”

，而是由后天教化得来的“伪”。在荀子看来，善只有一

个来源，即来源于“伪”。荀子描述人与动物的差别，把

人视为动物的同类，并从动物普遍的类本质来规定人性，

又从社会教育规训的角度将人与动物进行分别，体现了人

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

荀子所谓的“恶”的发生，主要是指行为不加规范的

结果，是人“欲”与自然界互动反应的一种，其所判断的

对象，显然不是天生之性，更不会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

本质，而是一种现象结果。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善恶

并非一种属性，而是以社会“礼义”制度为标准的价值判

断，行为遵守“礼义”制度便是善，行为违背“礼义”

制度便是恶。这依然是沿着自然主义、经验现象的理论路

线，是从外在行为与现象上来规定善恶，其衡量的标准是

外在的“礼义”制度规范。为了解决“恶”的问题，荀子

提出了节欲的思想：“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

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

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荀子·正名篇》

）据此，荀子进一步给出了君子小人的判别标准：即“道

礼义者为君子”与“违礼义者为小人。”（《荀子·性恶

篇》）教育也就顺而成了荀子“礼义”制度道德教化、个

体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这是也是由建立基础的社会秩序

的内在要求。

因此，二者在理论展开后，却也表现出很大的相似

之处，也是儒家所重视的后天教化。孟子虽然认为人性

本善，但此“善”并不是直接成善，而只是“善端”，

即善的可能性。“善端”要成为善，人要成圣成贤，还

要经过后天教化等方式来“培育”。荀子认为人性“本

始材朴”，要成为善，就必须经社会教育的后天熏陶。

也正是如此，后天教化在孟子处仿佛只是一种助力，起

到对本心善性的生发作用，“性善”永存；而教化在荀

子处却是一种塑造，类似于工匠制作工艺品，是导人向

善、成圣成贤必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建立在对“人

性”进行否定之上。

所以荀子孟子的人性论从一开始便不一样了，但因所选

取的立足层面不同。作为两种不同的理论结构，却在最终

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追求情况下，二者人性

论之间的冲突也就有所弱化了。

2　荀子教育哲学思想的社会目标

荀子强调了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功能，也是为实现“礼

义”的目标服务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个体，更是塑造社

会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教育，人们才能顺应天道、维护

社会秩序。

“先秦儒家延续春秋时期关于圣人的通常用法，认为

圣人德能兼备，是结束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的秩序建构

主体”荀子常以圣人这一道德理想人格作为性伪改造、道

德实践的目标与价值动力，这无疑是传承了儒家有关君子

圣人的道德修养层级的观念，也是荀子之为儒的重要原因

之一。

一方面，荀子认为“礼义”是圣人所拥有且制作的。先

王“制礼义以分之”（《荀子·荣辱篇》）反映的是人类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社

会的稳定，“制礼义”来约束人们的本性与行为，将法规

与道德之“义”在现实层面上落实下来。

另一方面，荀子又强调人人皆可成圣，即“涂人可以为

禹”（《荀子·性恶篇》）。指普通人都能成为大禹那样

子的圣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能践行“仁义”

。仁义法度是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做到的道理，每个人都

拥有这样的材质。又因为，普通人对内都知道父子之间的

道义，对外都知道君臣之间的准则，那么可以知道仁义法

度的材质，可以做到仁义法度的条件，普通人身上都具备

就明显了。现在让普通人用他们可以知道的材质，可以做

到的条件，按照从仁义法度知道的道理，充分践行，那么

久可以成为圣人了，就明显了。现在让普通人努力学习“

礼义”，积累善行而不停止，就可以成圣。所以圣人，也

就是知道并践行仁义法度到极高层次的人，是人们积累善

行而达到的修养层次。

因此，荀子认为教育便是要做到“劝教化，趋孝弟，以

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荀子·王制篇》）

，增强人的道德品质，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最终实现

圣人“礼义之治”，实现人人皆成圣。

3　荀子教育哲学思想中人类“知”主体作用

通过梳理荀子性恶论与理想人格、理想社会，明确了教

育在荀子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之后，荀子教育哲学中人

的主体作用也就十分清晰，而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知”

便是人作为主体的主要功能与实践对象。

一方面，“知”是人的一种功能。荀子区分了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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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理本能和人的社会道德，以此表达出了对性善论、道

德自觉论的批评。他认为生理和自然的本质性是自然产生

的，是不用学习就存在于人当中的，而社会道德的本质是

人创造的，是后天环境教育形成的。在此基础上，荀子认

为，“性”是天然存在的，人人具备，不用通过学习来获

得的，即“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荀子·性恶篇》）既然谈到了“学”，谈到了天成，自然

需要对“学”进行追问。若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不

是人的本性所有，那么学习本身是否也是外在于人的？正

如牛可以吃植物，人可以学来，但牛反刍的能力，人就无

能为力了。前者是人自然生理本性中有可以吃植物的条

件，后者是人自然生理本性中没有可以反刍的官能条件。

因此，“学”能作为人的一项特征，自然是有自然本性的

条件所在。

另一方面，“知”是人的实践改造对象。虽然荀子主

张人性是恶的，但“礼义”之善并非从恶性中产生，而

是产生于知的，也就是“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

也。”（《荀子·性恶篇》）“仁义”与“礼义”与是人

们成为圣人的重要途径，它们可以被认可和实践。荀子对

此说：“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

《荀子·性恶篇》）“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

解蔽篇》）“学可以知道”，学是知的内在要求，知是学

的最终服务对象。在荀子处，正是因为“知”能的存在，

圣人能“知礼”、“知义”且“制礼义”，也就可以成为

圣人了。常人也是如此。而想使得“知”成为足以明“礼

义”、成圣贤的必要条件，还是需要经历“虚壹而静”等

引导一般知能转向理性知能的特殊状态。

由此可见，在荀子那里“知”作为一种能力，还成了人

们实践改造的对象，体现出了一种主体的作用。荀子也据

此构建起了其哲学教育思想工夫论与方法论。

4　结语

荀子认为国家的治理者与教育者最大的根本就是一定

要慎重地对待礼义、务求忠信，然后才能实现人的长久

繁衍，人伦秩序的健行，实现人伦秩序“与天地同理，

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篇》）

因而有学者提出：“在道德实践中，荀子子毋宁更拥护

一种美德伦理学观点。总之，荀子在理论上辩护了规则

伦理学，而在实践中却拥护了美德伦理学。”荀子思想

中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存在，既是对于以“性恶”为基

础的荀子学说依然是儒学的直观正名，也是解释其思想

光辉为何千年不坠。

一定程度上讲，当代中国教育的主题是“思想政治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凝聚

力，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证。它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荀子深知，教育乃

至整个社会制度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人的，要离开了伦理道

德的内在观照，尽管“知”可以是人的理性能力发挥到极

致，成就圣人，设计出一条又一条的具体规定，但那只是

空洞冰冷的条款，缺少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温度。因此，荀

子寄希望于以“礼义”为制度赋予了道德温度，在现实社

会的践行中发挥作用。尽管荀子非常重视理性知能所成就

的“礼义”，彰显出了理性主义的光辉，但这是建立在对

人本身深刻把握且互相关照的前提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

和谐关系与持续发展本身也是“礼义”所必然要实现的

目标，这才能实现所谓“物欲相持而长”（《荀子·礼论

篇》）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教育实践中，除了对客观

知识增长要求之外，人的情感知识培养也是必须要考重视

的对象。这强调了道德情感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同时

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思想政治教

育中，教育者应该可以从荀子的教育哲学中吸取经验，注

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注重启发

学生的思考，从而提高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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