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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荀子是先秦儒家一位集大成者，但他的礼
乐思想与孔子、孟子又有诸多不同之处。在省
尼山书院承办的荀子公开课上，南京大学历史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颜世安深入分析和讲述
了荀子的礼学思想，及其对后世儒学发展的长
期影响。

颜世安认为，荀子的礼学思想，重心在明
确人的位置，形成群居生活秩序。这一理论，在
战国末期政治统一前夕，为儒家设想的天下秩
序确定了理论基础。

以“乡饮酒礼”来规范民间秩序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家里面，荀子在理论上
贡献最大、思想上最有特点的是礼治思想。

儒家的礼治思想有两个主要的观念系统
和两种主要的思路：德治和礼治。这最初都
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后来，两种思路分开发
展，有时也有交叉。儒家礼学文献关于礼治
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具体阐述。比如，《礼
记》的《经解》中这样阐述礼的作用：“故
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
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
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
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
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上述一段话，讲述了礼之理以及礼在各个
方面的运用，意味着安排好秩序，让每个人的
行为都符合规矩，社会治理就有了良好的基
础。在这里，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等，
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上层阶级，是统治阶级的
礼。其中的乡饮酒之礼，则是战国时期儒家设
计的、用来规范民间社会秩序的。

《仪礼》中用专门笔墨描述了乡饮酒礼。在
“乡”这样一个基层单位，每年在一些特定时间
节点，要举行饮酒礼。活动中，壮年男丁聚集在
一起饮酒，按照年岁来排序位次，通过这样的
礼仪性安排，引导、教育每个人，要懂得尊敬老
人，要懂得合群，要懂得遵守这样的乡土秩序。

显然，儒家认为，以乡饮酒礼进行引导规
范，民间社会治理就有了基础。《礼记》的《乡饮
酒义》中，记载孔子语“吾观於乡，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这句话不见得是孔子的原话，但内容
肯定是表达儒家的思想观念无疑。观看乡饮酒
礼，通过这样的仪式把人民组织、组合起来，并
形成良好的生活秩序，就为政治教化奠定了基
础，王道理想的实现就更容易了。

由此可见，礼治与德治是可以并行而不悖
的。但是，荀子更侧重讲礼治。荀子认为，礼的
作用是非常大的，以礼义来规范社会秩序，完
全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因此，他对德治派的一
些做法就进行了批评。

《荀子·解蔽》篇中，提到“空石之中有人
焉，其名曰觙”，就是批评儒家的思孟学派。

“觙”即“伋”，指孔伋，也就是子思。荀子批评
说，子思存在很多不足，太脆弱，听到一点杂乱
的声音，或者看到什么五颜六色，思想就会受
到干扰，环境一定要非常安静才行。对孟子的
批评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他说“孟子恶败而出
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也就是说，孟子
担心自己受男女之欲的影响，不能坚持进德修
身，干脆“出妻”把妻子赶走。荀子认为，孟子还
不如子思，子思能思想，只是达不到精微，孟子
能自强，但是还达不到“思”。在这里，荀子是把
思孟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类型来批评的。

以常理推断，“孟子恶败而出妻”这件事
情，真实性存疑。但是，荀子不会刻意去编造这
样的故事，估计这个说法有来历。由此观察，在
荀子生活的年代，儒家圈子里对思孟学派印象
和看法是贬义的。在荀子看来，为了修身连正
常生活之欲都要拒绝，又怎么能正常接触社会
呢？所以，后来他又强调，“夫微者，至人也。至
人也，何忍！何强！何危！”在这里，荀子赞赏“至
人”，就是理想中的大儒，其实不必像思孟派那
样忍或者勉强真情实感。

“明分使群”是一把“政治的钥匙”

在为政方面，荀子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
把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的钥匙”了。这把“政
治的钥匙”是什么呢？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

“明分使群”。对此，荀子这样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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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
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
能行？曰：义。”

这段话非常重要，在荀子的思想体系里，
堪称是某种枢纽性的论证。整段论述，把人放
在整个宇宙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人最为天下
贵，是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而
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人能群”，即人能合
群。可能有人会说，动物也能合群，但是，动物
和人的合群还是不一样的。人不但能合群，在
群里还非常讲究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分。这个
分很重要，有的地方也叫“份”。分是从群的角
度讲的，是指把每个人分到具体的地方和位
置；份则是从每个人的角度讲的，明确个人在
所属社群里面所能占有的份。分和份，就让人
能够“群”。

从理论上来考察，荀子礼治思想的最大突
破，就是分、群的观念。在荀子看来，在社会生
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能确定好自己的位置，就
无须再特别强调德性修养。由此，荀子就把社
会的分群秩序、物质资源的分配、每一个位置
结合在自己的礼治思想中。

同时，荀子又论述说：“礼起于何也？曰：人
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
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
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
求。”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礼是分，依托分，
每一个人都能有养，不用争，也不用特别故意
的克制，都可以去追求和满足合理的欲望。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明分使群”的关键，
还是在于“分”。梁启超在评论荀子思想时，曾
经讲过一段话，“荀子不承认‘欲望’是人类恶
德，但以为要有一种‘度量分界’，方不至以我
个人过度的欲望，侵害别人分内的欲望。此种
度量分界，名之曰礼”，可以说概括和评价得非
常准确。

为“天下一体”新秩序

确定理论基础

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考察，荀子的礼治理
论，在战国末期政治统一前夕，为儒家设想的
天下秩序确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荀子重要的
思想贡献。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已经敏锐察觉到
了天下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荀子在对儒家
礼治思想进行概括时，为正在形成的“天下一
体”统一政治作出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准备。

荀子的理论中，经常会提到关于未来的
天子或者王的设想。荀子说，“圣也者，尽
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
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
之制为法。”意思是，未来的天子应该是圣
王。这里，“圣”和“王”又分别有自己的含义。

“圣”是就道德而言，所以说尽伦，能在伦理道
德方面能作表率。那么“王”呢？是代表秩序，所
以要尽制。荀子设想中的未来的天子，既代表
好的秩序，又代表高尚的道德，既“尽伦”又“尽
制”，这就是圣王。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荀子“学者以圣王为
师，以圣王之制为法”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

“惊心动魄”的。令人震撼之处在哪里？显然，在
荀子的设想中，将来的理想社会，如果真正实
现了统一，由一个理想中的圣王统治，那么学
术上的讨论，都要由圣王来统辖了。荀子的礼
治思想，正是与此紧密关联。通过这些表述，荀
子把自己的礼治思想，通过“明分使群”，通过
养欲给求，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于群体秩
序的说明。

一方面，荀子通过这样的理论，为将要出
现的、不可阻挡的“天下一体”的统一秩序作准
备。荀子认为，在“天下一体”的理想社会里，再
有“尽伦”“尽制”的圣王作领袖，那么学者不仅
应该跟政治上的领袖合力，还应该以政治上的
领袖为师法。只是，荀子没有预料到，自秦始皇
以后的历代君王，很多并非靠道德得天下，而
是凭借武力实现权力更迭。想把这些天子改变
成圣王，也不是儒学一定能做到的。从这个角
度观察，荀子当时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理想主义
的状态之中。

同时，荀子作为一位综合性、理性主义的
思想家，考虑问题往往比较全面。荀子讲礼治，
也讲德治，但偏重礼治。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
政治，关键要具备礼义的秩序，当然也要有一
个圣王。而荀子在设想这样一个秩序时，保留
了对圣王的制约和矫正。这个制约和矫正，其
实正是保留了儒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张力。
如果没有这方面内容，荀子的思想深度，就要
大打折扣了。

对于荀子的“明分使群”，很多人持批评态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颜世安认为，

从内容上看，不能否认存在维护等级制度的成分，但其内涵并非这么简单———

荀子“明分使群”基础是以“礼”相待
据人民日报，当古老的文化遗产遇上现代视听

媒介，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近年来，几部以“国
宝”作为IP的纪录片和电视节目给出答案。6月13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开
播，18家博物馆的25件稀世国宝点燃观众的收视热
情，成为近期的热点话题。今年下半年，已经成功播
出两季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也将推出新的一季，
博物馆和守护人将继续讲述国宝故事。前些年，在互
联网走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古老的文物
与手工技艺的当代传承结合起来，和《了不起的匠
人》等作品一道，把工匠精神拉入当代视野。

以国宝为焦点，顺应青年观众的接受习惯和流
行文化的潮流，设计出一整套视听表现方法和叙述
方式，是其在创意上的共同点。《如果国宝会说话》

《了不起的匠人》等紧跟网络视听趋势，在几分钟到
十几分钟的短篇幅里，采取精美的视听语言和贴近
当代的时尚故事，让文物“活起来”，也“火起来”。大
量浅景深的特写镜头和特殊拍摄镜头带来堪比电影
的画质，构成奇观化的观赏效果。《我在故宫修文物》

《了不起的匠人》中，有大量展现木料、竹材等手工技
艺加工对象变化的特写镜头。奇观化更深层的作用，
在于将文物形塑为观众心理认同的对象。镜头和摄
像机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心理桥梁，借此拉近观
众与文物、与历史文化之间的时空距离和心理关系。

《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解说词等手段为“文物”建构
第一人称和主体视角，移情口述，引导观众对文物展
开审美观照。

《三叉戟》靠什么“圈粉”？
据人民网，5月底，公安题材剧集《三叉戟》上线，

三个老警察化身“披荆斩棘的大叔”，首周登顶省级
卫视黄金剧场电视剧收视率冠军，豆瓣评分8 . 3。

《三叉戟》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既保留了警察
行业的特点，又打破了职业剧的标签化，用生活化的
影视语言讲述了中年人的困境与荣光。《三叉戟》团
队吸取传统评书式小说的手法，挑战了较难的叙事
方式——— 把人物置于案情发展的中心，带出侦破案
件的难点、情理法的冲突。《三叉戟》以扎实的剧本为
依托，远离了讲述中年危机时符号般的颓废、油腻以
及婚外情，以人为本地讲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历
低谷和艰难成长。面对人生困境、职场瓶颈与性格局
限，几位老警察在打击新型经济犯罪、维护公平正义
的过程中，走出了各自的中年危机，重新寻回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的初心。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从“国宝”出发的视听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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