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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8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荀子被认为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集大成
者。孔子、孟子、荀子可视作先秦儒学三大发
展阶段。孔子兼重仁礼，孟子侧重仁，荀子侧
重礼；孔子主张性近习远，孟子提出性善论，
荀子提出性恶论。这是荀子的思想创新之所
在，但并不是全部的内涵。

在山东省尼山书院举办的“荀子公开课”
上，中山大学教授杨海文在解读荀子思想与
孔孟思想的关系时表示，三家思想体系都是
博大精深的，理清荀子与孔、孟之间的扬弃关
系，夯实荀子对于先秦儒学的思想创新，就能
完整地呈现、真切地敞开荀子作为思想家的
本来面目。从道德形上学、实践伦理学、王道
政治学三方面，可以清楚了解荀子思想对于
孔孟思想的扬弃和创新。“在王道政治学方
面，从王霸关系、德刑关系、君民关系、士仕关
系几个方面来观察，可以看到荀子与孔孟之
间有很多相同之处，当然也有些不太一样的
地方。”

王道和霸道该如何选择

杨海文认为，孔子、孟子和荀子对于如何
处理王道和霸道关系的观点，实际上还是体
现了一个道路自信的问题。到底要坚持王道
还是霸道？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主张是不一样
的。

先说孔子。《论语》里有四章提到管仲，
《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讲的一句话，“微管
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孔子是很佩服管
仲的，并给予管仲很高的评价。

佩服管仲，好像就是佩服霸道一样。显
然，霸道又往往与军事有关，而孔子自己又曾
这样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那么，王道和
霸道之间，孔子到底站在哪一个立场上？这一
点值得细致揣摩。实际上，孔子算是一个务实
派。

而在这方面，孟子、荀子的思想，就带有
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了。

《孟子》中记载，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
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
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
则王乎？”荀子也有相同的观点，只是表达方
式不太一样。

孟子的政治学就是王道政治学。孟子认
为，王道就要体现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为也。”那孟子又是怎么看待霸
道的呢？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称霸诸侯的一
定是强大的国家，但以德行称王天下的则未
必是一个大国。由此看来，孟子坚持王道，但
同时也认为，如果国力强大并且假借仁义之
名，是能够称霸诸侯的。从这里看，孟子也是
为霸道开了一个口子的。

在王道与霸道方面，荀子继承了孟子的

思想，而且更加现实。荀子跟孟子一样，称“仲
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也认
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
也。”但是，荀子区分得更为详细，《荀子·王
霸》篇中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
权谋立而亡”，区分了国家命运的三种形态，
以义立国可以称王天下，以信立国可以称霸
诸侯，以权谋立国则会导致亡国。其中，对于
王道、霸道都有精确解释，即“义立而王”“信
立而霸”。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对于霸道，荀
子跟孟子一样，也不是绝对排斥的。

杨海文认为，在先秦儒家关于王道与霸
道的思想观点中，推尊王道是主要的，但同时
也认为霸道可为辅以助王道，这样的表述比
较中肯。

道德和刑法的关系

杨海文表示，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道德
与刑法两者之间关系的论断，体现的则是关
于制度自信的问题。道德与刑法两者之间到
底什么关系？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很明
显在德与刑之间，孔子认为道德是最重要的，
用道德、礼节来引导社会，老百姓就会有真正
的羞耻感，而且会真心实意地佩服你、敬畏
你。

另外，孔子还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
使无讼乎”的话。孔子担任过鲁国大司寇，他
自己表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处理具体案件
的标准上，与大家做法是一致的，唯一不一样
的一点，就是有一种志向：一定不让诉讼这样
的事情发生。

这些内容鲜明体现出孔子在德刑关系上
的观点，道德是第一位的，但是也不能够没有
刑法，不过刑法最好是随着案件的消亡而消
亡。

在这方面，孟子有一些发挥。毫无疑问，
孟子是坚持道德放在第一位的，在刑法问题
上，他谈得比较少。孟子认为，刑法要减少一
点。不过，孟子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徒善不
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意思是只有善
良是难以处理政事的，只有法律整个社会是
难以自我运行的，所以善与法二者不可偏废，
必须统一在一起。

相比较而言，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发挥
就更多一些。荀子明确讲，“治之经”有两条，
即“礼与刑”，这是治理国家的两条纲领。刑法
很重要，在“化性起伪”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大
刑法的力度，因为人性是恶的，必须加大刑法
的力度，才能够令行禁止。显然，荀子认为，既
然人性是恶的，刑法就是针对人性恶的一个
制度性措施。

荀子还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
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这段
话既跟王霸之辩相联系，显示对礼的尊崇，又
可见对法的重视。再结合前述“信立而霸”，

“信”一般强调契约关系等，同样是跟法律相
关的内容。所以，荀子把刑法即法律看得很重
要，在强调程度上是超过孟子的。

杨海文说，荀子的两个学生李斯、韩非
子，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因此，人们也普遍认
为，荀子思想中有跟法家思想相联系的一面。
另外，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方
式是外儒内法。实际上，应当说表面是法家，
骨子里是儒家，因为只有这样，真正的儒者把
法律作为治理的根据，把儒家作为内心的信
仰，才能够以霹雳的手段得温柔的好处。

君民之间如何定位

杨海文认为，孔子、孟子和荀子对于君民
关系的处理，体现的是政治自信的问题。在君
民关系如何定位上，孔子、孟子、荀子的观点
也是有同有异。

孔子相对比较保守，他主张“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国君要像个国君的样子，大臣要
像个大臣的样子，如此而已。《孔子家语》中还
记载孔子的一句话，“夫君者，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舟水之喻，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观点。

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是有
继承的。孟子认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
尽臣道”，这跟孔子观点是相同的。

与孔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孟子还主张“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国君与老百姓之
间，孟子明显把“民”放在了第一位。

荀子对于孔子的舟水之喻是有继承的，
并且多次提到孔子的这句话。不仅如此，《荀
子·大略》篇中还明确提出：“天之生民，非为
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的这一思
想，跟孟子“民贵君轻”也是异曲同工的。

在国君与道义之间该如何取舍？荀子也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荀子·子道》篇中说，“入
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
认为，一个人在家里面能做到孝悌，这是比较
小的德行；在外能做到对上顺从，对下和蔼可
亲，这算是中等的德行；最大的德行，是从道
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孔子的保守谦卑
而言，孟子、荀子在君臣、君民关系上，显得更
加有个性一些。

士仕关系如何把握

杨海文说，孔子、孟子和荀子对于士与仕
关系的观点，表明的是道义自信的问题。

士仕关系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包括知
识分子要不要出仕做官？做官能为社会贡献
什么？做官之后怎样保持独立人格？如果仕途
不顺，怎样调节自己的心态，如何做到进退自
如？显然，这也是王道政治学很重要的一个问
题。

要不要出仕做官？《论语》里记载了一句
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出自子
夏之口，显然转述的是孔子的观点。孔子与弟
子们认为，只要才能出众时机合适是可以出
仕做官的。但又强调“君子之仕也，行其义
也”，君子到外面去做官，是为了履行自己道
义上的义务，所以要坚守道义。

出仕后怎样保持自己的人格呢？孔子的
观点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怎样才能做到进退自如呢？孔子认为，“邦有
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样的立场也直接影响到孟子与荀子。
在要不要出仕方面，孟子同样是相当肯

定的。孟子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知识分子要出仕做官，和农民要耕田种

地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古之人
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古人还是想
做官的，但也是特别讨厌不经由正当途径去
求得官职。

在孟子看来，知识分子为什么应当去做
官呢？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其君
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
信”。国君任用知识分子，可以安享安定、富
足、尊贵、荣耀，那些后生小子跟随学习，能够
做到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能够忠诚、讲信用。
这正是知识分子作用的一种典型体现。

在独立人格上面，孟子的名言更是众所
周知，他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面临困境的时候该
怎么办？孟子强调“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
困的时候不失去仁义，显达的时候不背离道
德。穷困的时候独善其身，显达的时候兼济天
下，这是孟子的观点。

那么荀子在这些问题上持什么观点呢？
在知识分子要不要出仕方面，荀子认为，“学
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学者未必一定
去做官，但是做官的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在这
一点上，跟孔子、孟子是不一样的。

在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方面，《荀子·儒
效》篇有明确表达，“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
位则美俗”，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儒者，在
朝廷做官就要努力使政治美善，在下面做老
百姓要能够使风俗淳美。美政、美俗这就是知
识分子的功能。

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荀子是如何
表述的呢？《荀子·劝学》篇说“权利不能倾也，
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与孟子所言
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
常相似，只是关注荀子这句话的人不多。荀子
认为，做到这一点，则“生乎由是，死乎由是，
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
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
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孟子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荀子的观点则是“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
贵名”，在这方面，孟子、荀子也是一致的。

杨海文表示，还有一处细节特别值得注
意。关于“仕”字，《论语》中出现8次，《孟子》中
有29个，《荀子》虽然篇幅多了也不过8个。这
意味着什么呢？表明孟子是非常重视知识分
子参与政治，主张知识分子积极出仕做官的，
因为士这个阶层是在战国中期真正开始壮大
起来的。到了荀子生活的年代即战国晚期，荀
子已经不太关注知识分子要不要做官了，因
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不像战国中
期那样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仕”这个字眼，
在荀子里面出现得比较少，而孟子那里出现
很多的原因，这是跟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

“王道政治学”上，荀子有何创新
据中国新闻网，嘉德四季拍卖会将于11月6日至

8日预展，11月9日至12日举槌拍卖。记者近日在现场
看到，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工艺品、古籍善本、信札
写本等重要门类，共11个专场、约4500件艺术品已静
候宾客。

书画收藏一直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的主力门类。
此次中国书画甄选了“名家墨缘”“墨萃琳琅—中国
书画集珍”“匠心苑—中国书画集珍”“古音流风———
中国古代书画”四个专场，近2200件佳品。

其中，“名家墨缘”专场近现代方面既有诸如徐
悲鸿、郑乃珖、王雪涛、杨之光、周思聪、黄胄等画家
精品，也有启功、赵朴初、李铎等的书法力作。而古代
方面则是以祝允明、仇英、董其昌、徐渭为主的明清
书画佳品。

“墨萃琳琅-中国书画集珍”专场中也有一些特
色专题，如以周怀民《长江大桥之雄姿》为首的“江山
多娇”专题。“匠心苑—中国书画集珍”为本季首次推
出的书画专场，自民国时期至当代书画悉数收录于
此专场中。

音乐作品《珠澳情深》

创作启动
据新华社，继音舞诗《记忆珠海——— 蔚蓝色的

爱》首演后，珠海演艺集团日前启动创作又一部庆祝
珠海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舞台作品：民族管弦乐与
合唱《珠澳情深》。作品由87岁高龄的音乐家何占豪
担任艺术指导。

珠海演艺集团艺术总监邹建红近日在京介绍，
《珠澳情深》将是一部包含15首民族声乐套曲的音乐
作品，分为四个篇章，讲述从澳门开埠、通商贸易的
中西交流到改革开放、澳门回归的珠澳百年历史变
迁，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和“一
国两制”伟大壮举。

据介绍，《珠澳情深》结合民族管弦交响乐与合
唱，包括大合唱、三重唱、男女二重唱、男女声独唱等
演唱形式，由朱海作词，孟卫东作曲，将于明年7月前
在北京首演。

何占豪1958年与同学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也
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首届中国农民集邮展

开展
据中国新闻网，近日，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主

题的“2020首届中华全国农民集邮展览”在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开幕，来自中国2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115部283框展品进行集中展出，“农味”十
足，时代特色突出。

据了解，当天展出的283框展品全部为农业农村
题材，其中近半数邮集作者为农民或农村基层工作
者。参展邮集以中国农业的历史变迁为主线，在“方
寸”之间展现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新面貌、新成就。

作为集邮展览举办地，善琏镇早在1984年就成
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善琏镇集邮协会”，近40年来
集邮活动从不间断，有效服务了地方文化建设发展。
作为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草根邮人”，南浔区善琏
镇车家兜村党支部书记郁根荣特别引人注目。说起
进入集邮圈，郁根荣坦言，起初是懵懂，后来才是热
爱。随着对集邮的兴趣与日俱增，郁根荣开始将收藏
多年的邮品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完成了从收藏欣赏
到组集参展的华丽转变。

《古音汇纂》面世

据中国新闻网，武汉大学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
办的《古音汇纂》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近日举行。该
书的出版是商务印书馆继《辞源》和《故训汇纂》之
后，推出的又一部规模达1000万字以上的大型汉语
工具书。

《古音汇纂》是汉语工具书出版项目《故训汇纂》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的姊妹篇。《故训汇纂》是历代汉字字义训释资料的
总汇，勾勒了2000多年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的脉络；

《古音汇纂》则是历代汉字音读资料的总汇，努力探
寻汉字字音发展演变的轨迹。《古音汇纂》由武汉大
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前后历时达22年。

该书主要引用书目127种，主要参校书目40种，
收录字目13000多个(含异体字)，收录注项30余万条，
注条40余万个，有的字目下所收注项达数百条，有的
注项下所收注条达千条之多，特别是《经典释文》的
相关字目的音读材料，尽可能全收。全书规模达1300
多万字。内容丰富，编排有序，查检方便，是该书的一
大特色。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嘉德四季拍卖会将启幕

□ 杨爱国

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村以北的
东汉武氏家族墓群石刻，地面上有狮、碑、阙、
祠、墠，地下有墓室，是国内少见的保存较好、数
量较多的汉代家族墓地石刻，1961年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
（1744年-1802年）等人发现并发掘了淹没已久
的武氏墓群石刻，因“画像古朴，八分精妙”，引
起金石学家的重视，时至今日依然处于艺术史
研究的中心位置。

两百多年来，武氏墓群石刻受到重视的一
直是它们内容广泛、雕刻古朴的画像和书刻精
妙、文字众多的八分题记，而位于墓地最前面的
一对石狮则相对较受冷落。

武氏墓群的这对石狮位于武氏阙前，东西
相对而立，保存基本完整。狮为立体圆雕，体下
镂空，四肢叉开，作迈步状，实是站立的姿势。两
狮皆昂首瞪目张口，东石狮舌卷至上颚，头和颈
部用线刻技法雕刻出卷曲形状的鬣毛，清晰可
见。东石狮高1 . 26米、身残长1 . 58米，右前爪下按
一蜷曲小兽，除尾和右后足残损外，其余部分保
存基本完好。西石狮高1 . 28米、身残长1 . 48米，
嘴、左前足、右后足和尾部略残。两石狮下均有
覆斗形基座，高0 . 33米、长2 . 13米、宽0 . 93米。基

座四周刻饰连弧纹和双菱纹。基座上面有一长
方形凹槽，与石狮一体的子座套合于槽内。

狮子非东亚地区原产，据历史文献记载，古
代中国人知道狮子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以后
的事。《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有桃拔、
师子、犀牛。”东汉以来，西域一些国家向东汉朝
廷赠送的礼品中，屡有狮子。如《后汉书·班超
传》载：“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
宝、符拔、师子……”《后汉书·和帝本纪》载：永
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
大爵。”

来自异域的狮子在汉代甚是稀罕，外国进
献之后，一般是饲养在帝王的宫苑之中，普通地
方官员和平民百姓难得一见。那么，名不见经传
的武氏家族怎么会在墓地上刻一对石狮呢？这
可能与武氏家族的三个成员有关。

一是武开明的长子武斑。武斑字宣张，曾由
曹府君察举孝廉，做过敦煌长史。虽然武斑活的
时间不长，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年仅二十
五岁就去世了，但他居官时为寮友所敬重，死
后，当年同僚史恢、萧曹芝等人为之立碑。二十
五岁就去世的武斑在敦煌长史位上时间不会太
长，但他远赴西域为官，见到狮子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

根据武氏阙铭记载，武斑死后两年，汉桓帝
建和元年（147年），他父亲兄弟四人才花了四

万，请孙宗刻了这对石狮，同时花了十五万请石
工孟孚等人造了石阙。因此，武氏墓群的这对石
狮是武斑提议雕刻的可能性较小，除了他死得
较早外，还有一点，他是晚辈。

二是武开明。武开明是武斑的父亲，但据武
开明碑的记载，他死时比儿子武斑晚三年，武氏
阙、狮刻完成后一年，即建和二年（148年）十一
月才因病去世，寿五十七。武开明虽然在兄弟四
人中最小，却曾在朝廷做过官，于汉安二年（143
年）迁大长秋丞、长乐太仆丞。直到“永嘉元年，
丧母去官。”

三是武荣。武荣是武斑的弟弟，他不仅久游
太学，还由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拜郎中，迁执
金吾丞。碑文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武荣的死期，
但根据文中相关文字推测，他应死于灵帝建宁
元年（168年），也就是石狮刻成后的二十一年。
刻石狮时，他还年轻，又是晚辈，参与议事的可
能性较小。

综合以上武开明父子三人的经历，请孙宗
刻石狮的建议最有可能出自武开明。他曾在东
汉朝廷为官，在首都洛阳有见到狮子的可能，又
是武始公、武梁、武景兴、武开明四兄弟之一，曾
参与刻作阙、狮的议事，并与哥哥们共同出资。
甚至刻作石狮的工匠孙宗也是由他从洛阳请来
的。因为，狮子养在皇家宫苑，一般的石刻工匠
是见不到的，他们想要刻出比较逼真的狮子必

须向洛阳的石刻工匠学习，由此，我们推测，孙
宗即使不是从洛阳请来的，也至少应该是洛阳
刻狮工匠的徒弟。此外，我们说孙宗是武开明从
洛阳请来的一个旁证是，山东博物馆藏有一对
石狮，其一后颈部有题记曰“雒阳中东门外刘汉
所作师子一双”。这对石狮就出自山东，应是洛
阳师傅刘汉来山东所作，如同孙宗为武氏墓群
作狮子。

刻于公元147年的武氏墓群石狮，是我国目
前发现较早的石狮，它粗壮有力，威武雄浑，从
其雕刻的成熟度看，孙宗和刘汉一样，是雕刻石
狮的专家，手艺娴熟，且名声响亮，为各地礼聘，
专刻石狮。

外来的狮子因其雄健威猛的形象，被匠师
们用石雕刻，放在墓地神道口，扮演守卫者的角
色，是汉代人对外来猛兽赋予神秘力量的结果。
武氏家族墓地用一对石狮把守，既体现了当时
社会中层对殊方异物的好奇，更是当时中外文
化交流广度和深度的见证。类似的见证在山东
地区东汉考古发现还有一些，如沂南北寨村画
像石墓中室立柱上与佛教有关的项光人物像，
临沂吴白庄墓中室过梁上头朝下的兽头等，都
不是中原传统的形象，应是西来之物。由此可
见，地处黄海之滨的山东地区东汉时期在吸收
外来文化方面是相当积极的。

（作者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嘉祥那对汉代石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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