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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教授李景林解读荀子思想时认为，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性恶”，

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的善”———

为什么荀子“性恶论”不是“实质恶”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蔡明玉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
论”。在山东省尼山书院举行的“荀子公开
课”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景林解
读荀子思想时认为，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
言“性恶”，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
的善”，而非言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荀
子并不否定孟子所谓的人本具先天资朴之美、
心意之善，但在荀子看来，人之初生，便必已
出离质朴，处身于文明之中。

李景林从人性的内容、人性的结构和人性
实现的目的论指向三个方面来分析荀子的人性
论，从而解读荀子的人性论及其政治伦理学说
的自洽性。李景林认为，荀子的人性结构论，
既凸显了礼义教化的必要性，同时，也蕴涵了
人达于“善”的可能性。在荀子看来，人的存
在及其伦理的体系，应是一个终始相扣的自足
自洽的系统。

人性也包括“注错习俗”

李景林说，荀子的人性论及其政治伦理学
说的自洽性，可以从人性的内容、人性的结构
和人性实现的目的论指向三个方面来分析。过
去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性恶
论”。其实，荀子所强调的，并非人性中具有
“实质的恶”。

不妨先看看后世儒家对荀子“性恶论”的
批评。一种是批评荀子失了“大本”。如宋代
著名理学家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
‘性恶’，大本已失。”所谓“大本已失”，
就是说把根本性的东西丢掉了。

也有种说法认为，荀子轻忽源头而重末
流。王阳明持此种观点。王阳明说，“孟子
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
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
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还说，
“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
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
正，便费力了。”

另外一种是批评荀学为专制乡愿的根源。
比如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
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此外，荀子有两个很著名的弟子韩非和李
斯，这两个弟子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是
法家重要的理论家，李斯是法家重要的实践
家。不过，不能因为这两个著名弟子是法家，
就判定荀子是法家。从人性论上来分析，法家
的人性论认为，人性里边本有“实质之恶”，
所以在政治上，法家强调外力的社会强制。荀
子不一样，荀子虽然提出“性恶论”，但是他
所谓的性恶，不是人性里边必有“实质之
恶”，所以荀子的人性论，一方面在政治上没
有主张形成外在强制的理论，另一方面在教化
上也特别强调自力，就是返归自己。可见，荀
子的思想学说并未脱离开儒家的精神方向。

古代哲学家谈到性时，普遍认为性是先天
或者天然如此，这一点各家都是相通的。《荀
子·性恶》篇中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
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
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
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显然，荀子也

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
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所谓“天”，指自
然。人则是指“伪”，在荀子这里，“伪”是
一个特殊的提法，就是人为的意思，指通过学
习和现实修为所获得的东西，包括学到的知识
和人格修养。这个“伪”没有什么负面评价的
含义。

同时，荀子认为，“不为而成，不求而
得，夫是之谓天职”，天有天的职分，人有人
的职分。天指自然，而且天行有常，有其自身
的“规律性”，和人没有关系，和社会的治乱
也没有关系。

明确了天、人之别，荀子认为人性的内容
包括哪些呢？《荀子·天论》篇有这样一段
话：“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
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
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
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在这里，
“天情”“天官”“天君”都是属于人性的内
容。值得注意的是“天君”，“天君”指心，
人所有的情感活动，以及受欲望支配的活动，
都要受制于心的规定、自觉和约束。

李景林表示，还要特别提出一点，荀子所
言的人性，不仅包括“天情”“天官”“天
君”，而且还包括人能够“注错习俗”，错就
是措置，注指意志导向，习是指实践活动，从
而形成一种风俗。“注错习俗”是道德抉择和
修为的能力，也包括在人性里边。

“从心中所可”就有了善恶

荀子的“人性恶”，非是指人性中具有
“实质的恶”。这一点从分析荀子关于人性结
构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

人性包含的内容很多，但并不是并列杂
陈、相互没有关系的。人性的内容要在整体结
构里边，才能展现出其作为人性固有的特质，
所以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荀子·性恶》篇中说，“凡性者，天之
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是说人性就是直接
得自于天的。《荀子·正名》篇中则说，“性
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
应也。”就把结构讲出来了。什么是性之质
呢？没有抽象的性，一定要表现在情上，所以
情就是性的一个主要内容。

儒家谈论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时，认为是
以情来应物的。荀子也持这样的观点，人性要
落在心上，心也不是抽象的，心要落在情上，
从而动态展示人性的内容。这里谈到了欲，
“欲者，情之应也”，欲是什么？欲是欲望要

求，需要接触外物，渴了要喝，饿了要吃。荀
子接着又说，“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
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人
和动物还是不一样的，动物饿了就吃，渴了就
喝，而人饿的时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
不吃的，所以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
行为总是受制于“心之所可”，认为对的就去
做，认为不对的就抛弃。

在这里，荀子认为，虽然有“必不免”，
但还是要以“以为可而道之”作为原则，从而
才能够“知所必出也”。这里面包含了
“知”，知就是一种自觉，对事情的对或者
错，有自己的认识。

《荀子·正名》篇中又说，“故治乱在于
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
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就是
阐明，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取决于内心所认可
的是否合乎道理，而不在于人情的欲望多少，
不从根源所在去寻找原因，却从没有关系的地
方去找原因，虽然自称“我找到了原因”，其
实是把它丢了。

什么是治乱呢？治乱就是善恶。所以《荀
子·性恶》篇中表示，“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
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
善恶之分也矣。”

治乱即善恶，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
欲，由此可见，在荀子看来，并不是说人有情
欲人性就恶了，也不是说欲望本身就是恶的，
而是指在人性的结构里，人的情欲从心之所
可，才表现出善恶来。由此，人性的结构就很
清晰了：人性表现为情欲，又“从心之所
可”。“天情、天君、天官”包括“注错习
俗”的能力，都要落在“心之所可”的结构整
体里边，去观察判断它善恶的内容。它不仅是
一个结构，同时也规定了人的行为的必然方
式。

比如说，动物的选择靠本能。人则不一
样，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包括人的情欲在内，
都必然是置于“心之所可”，或是“心之所
可”支配下的自觉抉择，这也规定了一个人实
现目标的途径和行为原则。以功利为原则，以
情欲为原则，还是以道义为原则，以仁义为原
则，其所作所为是一个圣人、贤人、君子，或
者是一个小人、恶人、禽兽不如的人，都是出
自人心所可或所不可。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选择，所以一个人的行
为就会获得善或者恶、正面或者负面的道德评
价。因此，在荀子的思想中，人性的善恶，不
是一种实质性的现成的存在，这是理解荀子人
性论的一个关键所在。

既然善恶是在“从心之所可”或者“所
是”的现实境遇里发生，而不是情欲现成的实
质性的所具有，那荀子为什么要讲性恶呢？从
《荀子·性恶》篇的一大段论述中，可以看出
端倪，“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
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
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
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
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
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
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
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
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
也。”

显然，荀子并不否认孟子所谈到的人本具
先天资朴之美、心意之善，但他同时认为，人
出生后一定会出离质朴，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必
然要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文明氛围之中。这
样看来，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在荀子眼中其实
是靠不住的。

所以，《荀子·性恶》篇还提出，“性善
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
矣”，表明圣王要制定一套礼义制度，天下才
能治，治即善，才能达到善的境界。

荀子选了一条“近路”

荀子关于人性的结构论，凸显了礼义教化
的必要性，所谓“性恶则与圣王”，同时在人
性结构里，也阐明具有达到善的可能性。但
是，仅仅依据这两点，还不能保证荀子人性论
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或者说还不能因此实现理
论上的自洽性。

《荀子·王制》篇说，“以类行杂，以一
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在
荀子看来，人的存在和伦理体系，是这样一个
终始相扣的自足自洽的系统。荀子对自己的理
论体系也是这么要求的。但是，从荀子的相关
论述可知，他所强调的人心之所“可”有两
端，一端以礼义为原则，一端以功利为原则。
这样一来，天地生君子，能不能保证理天地
呢？能不能保证天地一定生君子呢？在这个环
节上，理论就有缺口了，回不到开端上去，形
成不了“终始相扣”的闭环。

怎么办呢？李景林分析，荀子选择了一条
“近路”，可以称作目的论的一条“近路”，
“荀子所理解的善，具有必然的指向性，我把
它称作为目的论善性。”

李景林解释，首先荀子特别注重“类”这
个概念，有其明确的目的指向性。《荀子》书
中多次提到“类”，如“物各从其类也”“均
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
相从也如此之著也”“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
也。类不悖，虽久同理”等等，都是讲万事万
物各有其类，“类”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方式。
事物之理，也就是“类”的理。人作为一
“类”，自然也要遵循其内在的理和道。人之
区别于禽兽，就在于人有伦理规范，即有“人
道”或者“人之道”。

李景林表示，荀子善言“类”，以为人之
类性及理或道规定了其存在之终极目的，故人
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原本内在的具有一种
自身趋赴于善的逻辑必然性或目的论意义之善
性。故其在政治上并未导致外在强制之说，在
道德上亦主张自力成德，而未导致他力的救赎
说。人的实存“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与
目的论的善性说，共同构成了荀子人性论学说
的整体内涵。

□ 罗衍军 王蕊玉

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其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山东运河由于自然条件的
原因，通航十分困难，所以元明清三代的统
治者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修建了一系列的
水利工程，其中就有被誉为“北方都江堰”
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
修建对运河沿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城镇
繁荣、农业种植以及南北之间文化交流都产
生了重大影响。

“汶上老人”出良策

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令工部尚
书宋礼等人征调民夫十六万人前往济宁疏浚会
通河。宋礼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会通河的问题
所在，治河工程未取得明显的成效。由于黄河
决口淤积，大运河的“水脊”逐渐移到南旺附
近，南旺成为了运河上的制高点，不在此修建
分水工程，运河就难以顺利通航。南旺周边有
湖泊、泉水等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所以在
这里修建分水工程是明智选择。构想南旺分水
枢纽工程的人是“汶上老人”白英，他世居南
旺，熟悉这里的环境，于是在宋礼拜访他询问
治理运河良策的时候，他提出了“筑堽城及戴
村坝，遏汶水使西，尽出南旺，分流三分往
南，接济徐、吕；七分往北，以达临清”的建
议，由此解决了运河通航问题。

宋礼、白英在修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时
候，为了控制运河的水量，设置了五个水柜，
分别是：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
安山湖。当运河水浅的时候，将水柜中的水放

到运河中，运河水多的时候，将水储存在水柜
中，以此来调节运河水量。水柜除了调蓄丰枯
以外，还有沉淀泥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减
轻了运河的淤积问题。但是仍有一部分泥沙会
进到运河之中，因此人们就会定期对其进行清
理淤沙。水闸的作用是调节水量，方便船只经
过，在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中修建了许多水闸。
《明实录》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会通
河成，河以汶、泗为源……自济宁至临清置闸
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
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分水龙王庙二
闸”，即柳林闸和十里闸。

竹竿巷见证运河兴衰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建设使运河恢复了畅
通，济宁成为南北水陆要冲、漕船必经之地。
至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年—1620年），济
宁地区进入了繁盛时期，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
商业大都会。《济宁州志》中记载了当时济宁
的繁荣：“四百万石漕艘皆经其地，士绅之舆
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蝟
集。”

南来北往的商人来此贸易和定居，促进了
济宁地区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逐渐繁荣，当
时最有代表性的是玉堂酱园和竹竿巷。清康熙
五十三年（1714年）苏州船户戴某在济宁州城
南门外靠近运河的地方购置了一块土地，创建
了酱菜铺，取名“姑苏戴玉堂”，此后酱园得
到了迅速发展。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玉
堂酱园所产的酱菜受到了慈禧的称赞，被定为
贡品。近代以来，玉堂酱园在战乱中绝处逢
生，慢慢发展，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山东著名

的中华老字号。历史上的山东极少产竹子，明
清时期为了抚恤漕运官兵，允许漕船搭载一定
数量的私货沿途贩卖，当时南方盛产竹子，
价格低廉，所以许多竹子通过运河运到了济
宁。当地人学习了各种竹编工艺，编制了各
种工艺品，如竹筐、鸟笼等，促进了商业经
济的繁荣发展，至今济宁的竹竿巷仍然有数
十家商铺在经营，见证了运河的兴衰和济宁
城市的发展。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建设不仅促进了济宁
城市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还对农业种植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具有引水、
分水、蓄水、排水的功能，保证了运河的畅
通，但是在降水稀少的年份，该工程为了保证
运河的畅通往往会忽视农田水利的作用，与两
岸农田争水，导致农田灌溉水源缺乏；在降水
多的年份，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再加上黄河
泛滥，济宁某些地区地势低洼，所以明清时期
该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再加上人为开凿运
河以及修建水利工程，从而导致运河和农田水
利的矛盾十分突出。清朝时期，济宁直隶州的
水灾极其频繁，“州境滨湖带河，尤多水患，
非惟沴气，抑亦地势为之”。南旺分水枢纽工
程修建后，由于常年受到水流的冲刷，戴村至
南旺的河道越来越宽，导致该地区河水时常泛
滥，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种植，普遍只能
种植一些耐水旱灾害的作物，如：小麦、高
粱、谷子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策的支
持以及一系列农田水利的修建，济宁地区的农
业种植逐渐恢复。

运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明朝以前山东运河区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
较深，民间往往是崇奉城隍、土地以及碧霞元
君，随着明朝会通河的疏浚以及漕粮的运输，
形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的对漕河之神“金龙
四大王”的崇拜迅速向外传播。朝廷和官府
崇拜金龙四大王是为了保障京杭运河的畅
通，从而保障封建国家的稳定；百姓崇拜金
龙四大王不仅为了祈祷漕船的安全，更是为了
祈祷生活安定。

济宁成为金龙四大王崇拜这一新的信仰传
播的中心，大王崇拜盛行。宋礼、白英等为南
旺分水枢纽工程作出巨大贡献者都被供奉在南
旺龙王庙建筑群中，这座建筑群非常庞大，被
称为“运河岸边明清庙祠建筑的大观园”，显
示出了当时运河文化的深厚。除了金龙四大王
崇拜，天妃信仰和关公崇拜也在济宁地区传
播。天妃信仰与当地民间信仰相融合，逐渐融
入当地文化之中。

在南北文化交流的同时，江南地区的奢
靡之气渗入到运河的腹地，影响着济宁地区
社会风俗的变化。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
社会变迁》一书指出：“在明朝中期以前，
山东运河区域是一派朴厚简约，民务耕读的
恬淡景象。”随着运河的畅通、商业经济的
迅速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交融，重商思想盛
行，传统社会风俗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
不顾法律的约束来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化，
严重地僭越礼制。

因此，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是京杭运河
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更促进了南北之间的经
济、文化的交流。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金龙
四大王崇拜的传播等都是运河水利影响区域社
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据北京日报，春节档影片《熊出没·狂野大
陆》还未正式跟观众见面，海外也即将掀起观
“熊”潮。根据该片片方提供的数据，目前《熊出
没·狂野大陆》已预售至美国、加拿大、拉美、英
国、法国、俄罗斯等近十个国家及地区。

截至目前，《熊出没》系列动画作品已发行至
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超20万分钟，
被译制成英语、俄语、印度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意大利语、法语等多个语种，全面覆盖院线、
DVD、电视台、新媒体等渠道。全球许多国家都在
观看《熊出没》动画作品，感受中国动画的魅力。

《熊出没》这一动画IP为世界观众展现了中国
东北森林的壮美景观与当代中国文化，作品中关于
亲情、互助、成长等主题也得到全球观众的肯定。
《熊出没》电影在俄罗斯上映时，就有观众评价：
“充满善意与爱的故事，中国创造，做得好。”
“这不是俄罗斯动画，也不是美国动画，而是一部
真正的中国动画，它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非洲的孩子们则表示这一动画“教会他们要诚实、
要努力、要团结协作”。

在国内，《熊出没》系列作品在央视少儿等全
国200余家电视台和新媒体持续播出，不断刷新收
视纪录，长居中国动漫网络点击排名榜首，点击量
超3000亿次。六部《熊出没》系列大电影以近27亿
元总票房位居国产动漫前列。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熊出没·狂野大陆》

成功走向海外

据新华社，抗疫题材纪录电影《武汉日夜》近
日在京首映。影片由30位摄影师在战“疫”一线取
景拍摄，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及病患为主
线，展现了普通人在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共克难关的
温暖故事，以此向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致敬。

首映式上，《武汉日夜》主创团队通过在北
京、武汉两地连线互动，再现拍摄地武汉这座曾经
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重回烟火人间的温暖景
象。影片出品人曹寅介绍，作为国内首部进入院线
发行的抗疫题材纪录电影，《武汉日夜》记录下特
殊时期普通人的点滴生活，捕捉闪耀的人性光辉，
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总制片人李玮表示，希望用
艺术语言，表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主题，礼赞
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

据悉，《武汉日夜》将于1月22日在全国上
映，并在武汉、荆州、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广州、长春、拉萨、乌鲁木齐、海口等全国70座城
市推出逾350场公益观影活动。

纪录电影《武汉日夜》

在京首映

据人民日报，原创民谣中融入悠扬的黄梅戏，
快板、京剧和流行的说唱结合，中国古典舞混搭街
舞……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上线吧！华彩少
年》，向观众展现了青春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相遇。
35名少年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实力不凡的高校学
子，有功底扎实的院团演员，还有非遗技艺传承
人。婉转吟唱、水袖挥洒间，跃动着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融入巧思的现代表达。

其实，这几年类似的“破壁”和相遇并不少
见。重大考古项目、精彩文化展览，总是引发“围
观”；许多纪录片和短视频将镜头对准非遗技艺，
获得高分点评；《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小
会》等文化类综艺播出，掀起观看热潮；既有颜值
又有底蕴的创意产品，成为电商爆款。“与古为
新”，为越来越多人创造了亲近传统文化的场景，让
传统文化以更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心灵。

想要为传统文化“上新”，离不开理念的更
新。不是穿上汉服、练段武术就叫传承，要找到有
共鸣的视角、有深度的思考，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向更多人传递我们的精神之美、价值之
美，让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美美与共，而不是汲汲
于符号的堆砌，止步于空洞的表面。

理念更新

传统文化“上新”

这才是我们该追的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
前发布的2020年年度收视综合分析，2020年12月27
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
《跨过鸭绿江》，仅凭前7集，就以2 . 086%成为
2020年下半年黄金档电视剧收视冠军。2021年新年
伊始，该剧继续高歌猛进。CSM全国网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跨过鸭绿江》平均收视份额
5 . 29%，豆瓣评分8 . 6，是2021年以来收视率最高的
电视剧。

这部剧也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包括抗美援朝
老战士、志愿军后代等众多业内外人士都对该剧给
予了高度评价，一些年轻网友也加入了追剧大军，
表示：“这才是我们年轻人该追的剧。”92岁的抗
美援朝老战士李建勋，每晚都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
看该剧。能够得到亲历者的认可，这是《跨过鸭绿
江》受到的最高褒奖。

该剧全方位为观众展现了抗美援朝的起因、经
过、防御、反击以及最后的胜利。有专家评价，该
剧场面宏大、真实震撼，逼真地再现了弥漫血与火
的抗美援朝战场。一些业内人士说，这部剧“说理浅
显明了，抒情真实感人。宏大的叙事格局和催人泪下
的战争场面相结合，引人思考，促人奋发。”有观众评
价，该剧气势恢宏，但叙事不疾不徐，沉稳大气。

济宁城的运河景：城面青山州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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