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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军

“尚同”，即上同，指言语行动一同于
上。“一同天下之义”的“尚同”，对墨子思
想的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墨家学派来
说，“尚同”是墨家学派的组织纲领；对国家
来说，“尚同”是墨子关于政权运行的制度设
想。有了“尚同”这一组织制度，墨子的各种
主张，才能得以顺利推广施行。

“尚同”蕴含着墨子的国家起源说。《尚
同》上中下三篇，均认为原始社会天下之乱，
是因为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古之民始生，未
有正长之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
百义，千人千义”，每个人思想都不同，导致
人与人不相爱：“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
相亏害”。既然“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
长”，那么就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
子”。“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
墨子认为国家是治理天下之乱，是社会秩序化
的需要。这是墨子的国家政权起源说。

“尚同”是原始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它包
含着两层含义：一是选贤，一是上同。

选贤是上同的前提，和墨子的“尚贤”主
张直接相关。墨子认为首先是立天子要选贤：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

同上》）；“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
人，立以为天子”（《尚同中》）；“是故选
择贤者，立为天子”（《尚同下》）。墨子这
种主张，在封建世袭“家天下”的背景下，可
谓惊世骇俗，大逆不道。虽有其先进性，却超
越了时代。这恐怕也是墨家学派不受统治者待
见的原因之一。墨子认为其次各级正长也要选
贤：“择其国之贤者”，置立“三公”、“诸
侯国君”以辅佐天子，同时选天下贤能之人，
任“将军”“大夫”“乡长”乃至最基层的
“里长”。因为各级“正长”都是选贤能者担
任，所以，里长为里之仁人，乡长为乡之仁
人，国君为国之仁人，一直到天子。这是墨子
设想中的选贤任能的政权形式。墨子所说的
“贤”，是符合民意的“贤”，具有原始的民
主之义，可谓民主的萌芽。可是，天子如何
选，贤如何选，墨子始终没能拿出可行的办
法，离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有很远的距离。由天
意来选天子，再由天子层层选贤，将参与政权
管理的希望寄托在权贵身上，本身就是平民式
的幻想。

在各级正长选贤任能的基础上，墨子着重
强调的上同，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形式，是思想
上、政治上、行政上的高度统一。在思想上，
墨子强调“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
非之”，即把思想全部统一到天子身上，统一
认识，统一是非标准，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
由天子来一同天下之义。在政治上，墨子强调
政治上的统一：“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

之义”，并“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
长”；乡长“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
国君“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举
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天子则上同于天。在
行政上，墨子强调政令统一：“上同而不下
比”，即下级与上级同心，万民与天子一意；
臣民不得有异心，更不得结党营私。对服从上
级的人，上面就赞赏他，下面就称誉他；对结
党营私的人，上面就诛罚他，下面就谴责他。
“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
夫”，如臂使指，则天下大治。

对于上同，还有几点要求不可忽视：一是尚
同的目的。墨子认为，古时候设置行政长官，是
用来治理人民的，而不是让他们放纵逸乐的。尚
同的目的是上同于天，“顺天之意”“为万民兴利
除害，安危治乱”。统治者“爱民谨忠，利民谨
厚”，才能“王天下”。二是尚同要重民意。“上之
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统治者
要明白老百姓的善恶。墨子的集中统一，是在民
意上的集中统一。如果违背民意，独断专行，则

“国众必乱”。三是尚同的监督匡正问题。墨子提
倡臣民监督进谏。对上下级的功过，“上有过则
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面有过失，就应该
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就应当广泛地推荐。上
有过而不谏，也应该受惩罚。对政策的良善与
否，百姓“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下情为
通”，畅通进言的渠道。如果臣民不敢进谏，闭口
不言，是国家大患，国家就危险了。可见进谏监
督是尚同的重要内容。

尚同是墨家学派的组织纲领。按尚同主张
建立起来的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
纪律。其首领称为“巨子”，下代巨子就由上
代巨子选拔贤者担任。譬如禽滑釐、孟胜、田
襄子等墨家巨子，都是选贤者担任，而不是据
血缘关系世袭。与其他学派关系松散大不相
同，墨家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组织，才有很强的
战斗力。据《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
踵，化之所致也。”《墨子·公输》篇记载墨
子为止楚救宋，派禽滑釐等三百弟子替宋国守
城，迫使楚王放弃了攻宋。也正是因为有严密
的组织，墨家学派才能兴盛一时。

可惜成也尚同，败也尚同。秦始皇一统天
下，绝不会允许墨家学派这种半军事化的组织
存在。这也是墨家学派衰微的原因之一。

回溯历史，看看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其
“天人感应”之说，完全脱胎于墨子“天志”思想；
其“大一统”之说，则有墨子“尚同”的影子；而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则把墨家学派等诸
子百家扫到了角落。这也是一种传承吧。

“尚同”和“尚贤”一样，也被墨子视为
“政之本”，而且是“治之要”。可惜现代学
者更多关注墨子的“尚贤”思想，而对墨子的
“尚同”思想研究不够。虽然现在墨子的“尚
同”思想已被更为先进的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所
取代，但它原始的关于政权组织的开创精神，
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尤为可贵。

（作者系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副主任）

尚同：原始的民主集中制
——— 解读墨子之五

据中新社，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
全国数十家考古科研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代表，
当天相聚于有中国“考古圣地”之誉、位于河南省
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共同见证纪念
“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以“鎏金飞砂”方式启
动。

以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于
1921年被发现、发掘研究和命名为发端，中国考古
学2021年迎来诞生百年。为回顾中国考古百年历
程，致敬中国考古先贤前辈，鼓舞广大考古工作者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学，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发起并主办
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

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包括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百大考古遗址遴选推介及其衍生的百件
(组)国宝、百年考古成就大展等活动，以及中国考
古百年相关文章、实物、影像、书画等征集展示活
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结合，可
参与度高。

“为人民起舞”艺术周

将启动
据新华社，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手北京市演出有

限责任公司等将启动“为人民起舞”艺术周，从2021
年7月到2022年4月，舞剧《李白》《昭君出塞》《孔子》
将在北京、上海、郑州、青岛、济南、天津、沈阳等20个
城市巡演。

据介绍，“为人民起舞”以舞剧演出为核心，由
“舞之魂”“舞之道”“舞之梦”“舞之爱”四大板块构
成，就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线下文化系列活动。

“舞之魂”由舞剧《李白》《孔子》《昭君出塞》组
成，精选中国歌剧舞剧院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舞剧，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新时代美好生活。其中，

《孔子》《李白》将带乐队进行全国巡演，采用交响乐
团现场演奏，让观众在家门口体味现场艺术演出带
来的震撼。

艺术周期间还将开展“舞之爱”公益互动互助
活动，主办方将组织艺术家进山区、进社区，通过
表演及指导等不同形式贡献文艺力量；“舞之道”
理论研讨交流活动将围绕当地人文、历史特色，在
各地开展舞蹈艺术与城市生活主题的文化对话论坛
活动；“舞之梦”艺术成长计划将以快闪、艺术课
堂、小舞迷幕后独家探班等活动，为孩子们种下艺
术梦想。

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

《号手就位》热播
据文汇报，号手，是战略导弹部队对一线操作

官兵战位的特有称谓。号手就位，标志着导弹相关
的操作流程就绪，也意味着引弓长剑即将出鞘。以
此为名，电视剧《号手就位》开播，首播当日在江
苏卫视的收视率就突破了2%。

作为一支上升为独立军种仅五年多的威武之
师，火箭军除了在大阅兵和军事报道中偶露峥嵘，
于大众始终是张深藏不露的“大国底牌”。因此，
该剧从立项起，始终吸引着外界目光。揭开中国火
箭军的神秘面纱，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
部宣传局领衔出品，创新军旅剧表达，高人气青年
演员的加盟等，都被视为《号手就位》的“光
环”。

但在该剧导演之一张寒冰眼里，揭秘、创新、
流量等等，都不是创作的真正初衷，“确实有许多
期待点，但我最愿意呈现给观众的感受是希望告诉
大家——— 生活在这个国家，因为有那样一群人在，
我们是安全的”。强军时代，让观众在允许的范围
内对一支定国安邦、维护和平的战略力量有更多了
解和认知，鼓舞更多年轻人将携笔从戎当成最燃的
人生梦想，这是电视剧创作者“最想给观众表达的
一个核心的点”。

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

5月底全国上映
据新京报，近日，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在

北京举办观影座谈会。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新京
报等联合制作了珍贵影像纪录电影《岁月在这
儿》。

影片以新影厂典藏的纪录影片为素材，反映新
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变化，社会风貌的
变迁，讴歌艰苦创业的精神。从1948年的“三大战役”
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录片以编年体的方
式，记录了党、国家和人民走过的不平凡岁月，其中
有许多鲜活真实的影像画面，如整修天安门广场，封
闭妓院，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1978年安徽凤
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中国女排拿下世界杯冠
军，老舍、巴金、梅兰芳、钱学森、郭沫若、华罗庚等大
咖现身新影厂春节大联欢，1998年抗击洪灾等，有欢
笑，有泪水，有感动。

该片由郭本敏任总导演，郝蕴担任执行总导演，
刘洋担任执行导演，战海红担任剪辑，音乐制作人廖
嘉伟担任音乐编辑，纪录电影人陈光忠、潘星担任艺
术指导，演员唐国强题写片名，演员张译配音解说。
去年，影片获得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
教片提名。据悉，影片将于今年5月底全国院线上映。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纪念“中国考古百年”

系列活动启动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4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官方网站
公布2021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
齐鲁书社出版的图书《圣人家风》入选。农
家书屋建在村里，屋门口连着农家，文化的
源头活水从这里流入千家万户。“好风能自
至，明月不须期”，新时代的乡村，就这样
以文化人，涵养着和睦的家风，淳朴的民
风，清正的社会风气，绘就一幅幅和乐怡人
的“富春山居图”和“乡村风情画”。

在传统中，圣人家风特有所指，即专指
“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
子、“亚圣”孟子开创的家风。《圣人家
风》就是以弘扬孔、颜、曾、孟四氏圣人的
优良家教、家风为主线，探讨和阐述了四氏
圣人家风的形成过程、精神品质及四氏圣人
代代相传的家学、家教与家风系统。作者孔
丽是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希望通过这本
书为当代优良家风的培育、养成和发展提供
有意义的借鉴。

圣人家风，万世垂范。可惜因为特殊的
限定，《圣人家风》无法旁及其他。在家风
方面，在齐鲁大地上包括与这片土地有密切
关联的、广受称道的还有很多，值得书写的
也有很多，例如荀子与荀氏家风，同样堪称
有广泛影响的佼佼者。

荀子出生于战国时期的赵国，今属山西
一带，但与山东渊源颇深。按《史记·孟子
荀卿列传》等史书记载，他曾长时间在齐国
稷下学宫论辩讲学，因为学识渊博、德高望
重，曾三次担任祭酒。后来，荀子自齐至
楚，时逢楚攻占鲁地，楚国的春申君曾任命
他担任过兰陵（今山东兰陵）令。为官期
间，颇有政声。去官后，继续居住在兰陵，
并终老于此。正是在兰陵期间，著作集为
《荀子》一书，流传后世。

对于荀子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首都
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奚评价说，荀
子是先秦儒学最后一位大师，一般也被认为
是先秦学术思想史上、百家争鸣时期最后一
位大师。学术界经常用这样两句话来表述：
荀子是先秦时期哲学思想的最高峰，是先秦
学术集大成者。

荀子的理论，也为秦朝“大一统”奠定
了思想基础。

荀子“集大成”的成果，集中体现在
《荀子》一书中。在这本书里，荀子系
统而清晰地阐述了有关政治、经济、
教育、军事、艺术等领域的思想
和观点，既包括个人立身处
世的心得，也涵盖了对
于治国为政原则的理

解和看法。可以说，这些内容，在“道”的
层面上有价值判断，在“术”的层面上有操
作指南，一直被荀氏后人学习和遵循，并直
接体现为荀氏家风。

荀子特别重视学习。《荀子》的首篇就
是《劝学》篇。这篇文章开门见山，提出
“学不可以已”的观点，指出学无止境，学
习需要不断积累才能有所收获，所谓“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由此可以做到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他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告诫一定要
“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正是对于“学”
的高度重视，荀氏后人中，以学业优秀而取
得高位的不乏其人。

荀子主张文武兼备。在荀子看来，一个
有出息的人，提笔能写文章，骑马能攻城拔
寨，这类似于孔子所说的“有文事者必有武
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荀子》中专门
有《议兵》一篇，就是讲军事的，“壹民荣
士”“隆礼重法”等观点，体现了荀子对于
军事的卓越见解。

荀子还有慧眼识人的本领。例如在如何
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将领方面，荀子提出“六
术”“五权”的主张。“六术”就是六个原
则，“五权”则是需要权衡好五件事，都非
常有见地。

在艺术领域比如对于音乐，荀子也有深
刻理解和洞见。荀子在《乐论》篇中就阐述
了对于音乐本质、艺术特点、社会功能的认
识和观点，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
必不免也”，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
人深，其移风易俗”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影响。

荀氏后人，自然深受荀子的沾溉和影
响。即使后来迁徙流播各地，荀氏家风代代
传承，弦歌不辍，优秀者代不乏人。

要说荀氏后人中的杰出者，能多方面体
现出荀氏家风的，荀彧可算有代表性的一
个。荀彧文武兼备，有谋略，能识人，作为
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
了汗马功劳，其言行事迹，《三国志》《资
治通鉴》等史书中多有记载，《三国
演义》中更有生动描述。只要看
过《三国演义》的，无不
对智谋过人、聪明识
人的荀彧印象
深刻。

据史书记载，荀彧的爷爷荀淑，是荀子
的十一世孙。由此可见，荀彧是荀子“根正
苗红”的后代。荀彧“少有才名”“清秀通
雅”，用今天的话说，妥妥的高富帅。关于
荀彧，还有件特别的轶事，说他到人家里做
客，“坐席三日香”，于是有了“荀令留
香”的典故。如今，这个词还经常被用来形
容一个人的风雅倜傥。

史书中也有大段文字用来描述荀彧的智
谋与风采。比如，曹操破张绣，擒吕布，定
徐州，与袁绍对峙。此时，孔融与荀彧有一
段对话。《三国志》中记载，孔融对荀彧
说，“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
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
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
难克乎 !”荀彧回答：“绍兵虽多而法不
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
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
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
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
也。”再接下来，曹操被袁绍围在官渡，因
军粮将尽准备撤离，荀彧分析认为这是用奇
之时，不能退走，随后必有胜机出现。最终
的结果，是“皆如彧所策”。

荀彧见事、识人、机变的水平之高，从
这段对话中可见一斑。

令人可叹可惜的是，曹操与荀彧后来还
是产生了分歧，分道扬镳，并最终以悲剧收
场。按《魏氏春秋》记载，“太祖馈彧食，
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曹操赏赐
了一盒点心，打开一看却是空的，荀彧何
等聪明，瞬间便明白了曹操的意图，于是
服毒自杀了，终年只有50岁。

荀彧的儿子荀粲，也是一个有故
事的人。如果说是家风传承的话，
荀粲则主要继承了荀子“君子
养心，莫善于诚”的那份诚
意，而且发挥到极致，
达到情“痴”的
程 度 了 。

他娶了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为妻，宠爱无限。
有个冬天，妻子发高烧，用尽各种办法，体
温还是降不下来。他一着急，穿着单衣跑到
院里，等自己冻透了，再赶紧跑进屋，抱着
妻子为她降温。虽然他宠妻如此疯狂，但妻
子天命有限，因病年纪轻轻而香消玉殒。荀
粲伤心欲绝。他的好友劝解：再找一个呗，
才色双全的难找，像这样仅仅长得漂亮的，
再找一个还不容易？他立马反驳：佳人难再
得，谈何容易！最终，因为思念伤心过度，荀
粲也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其年29岁，令人叹
惋不已。

后来，纳兰性德写过一首词《蝶恋
花》，上阕“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
夕夕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
卿热”，就引用了荀粲的这个故事。

一个人的成长必然深受家风熏陶，并自
然而然地传之后代，在这个过程中，融入血
脉中的那种精神气质是恒久不易的。个人如
此，家庭如此，社会也如此。不仅圣人家风
和名人大家的优秀家风要传承和弘扬，普通
人家的优秀家风也要传承和弘扬，这万
千家风正是良好社会风尚和伟大民族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浓浓的家
庭情结、深厚的家国情怀，激
荡出无惧无畏的强大勇气
和力量，一往无前，追
逐梦想。

荀子与荀氏家风

美好家风似春风，过处花开。一个人的成长必深受家风熏陶，并接续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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