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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宁 元

商 鞅 在 秦 的 变 法 斗 筝

吴起变法所取得的成效,为二十年后商鞅变法开创了道路①9战国中期的政治活动家把

吴起、商鞅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他们
“
明法令,禁奸本″, “

罢无能,废无用”, “霸主强

国”, “攘地于里肛的功绩;叹惜他们
“
致功而不见德”, “

名可法而身死②”。这种吴、

商廾列的评价嚣明:当时人就把商鞅变法看作是吴起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商鞅 (约公元前 890——前888年 冫和吴起一样,都是卫国人,也都在魏 国 作 过

官。商鞅 “少好刑名之学③”,在魏国受到李怪、吴起的影响:李悝撰次 的《法 经》, 他
“
受之以相秦④”;而他在秦变法之初徙木以示信,则是仿照吴起取小亭的作法 ⑤。 在 魏

国,向魏惠王建议不用商鞅就该把他杀掉的那个公叔痤⑥,就是陷害吴起,把吴起逼往楚国

的公叔⑦。商鞅在魏国的遭遇,与吴起有些相似。

商鞅变法,在总结李悝、吴起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规模远比他们大得多。 “
开阡陌”、

“置令丞⑧”, “
燔诗书”、 “

明法令⑨”。变法内容,从经济基础 ,到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

筑,都接触到了。十年光景,就取得了 “
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9家给人足⑩”的

成效。∷西汉末年校理国家收藏书籍的刘向 (公元前 77——前 6年 )、 刘歆 (?——23年 )

父子,本来是反对商鞅的,但对商鞅变法成就,也无法抹杀,他们说: “商君极身无二虑,

已。疏:粗浅。⑩天年:短命。遇:指得到皇帝信任。⑧今传本《贾子新书》五十六篇,比汉人见到

的少两篇。贾谊的著作,除 《贾子新书》外,这篇传文里载有《吊屈原赋》、《服鸟赋》(又见巛史

记 ·屈原贾生列传》及《文选》 )、 《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王淮南诸子疏》五篇:

另有《借誓》 (见 《楚辞》)、 《论积贮疏》、 《谏除盗铸钱令疏》 (以上两篇见 《汉书 ·食 货

志》)、 《过秦论》(见 《文选》及《史记 ·秦始皇本纪》)等 ,都收入 《全汉文》 (清人严可均

辑 )卷十五、十六两卷中。②掇 (音多 ):采辑。著:附,载。

【今译】

赞语说:刘 向指出,贾谊论述夏、商、周三代同秦治乱兴衰的道理,那些看法 十 分 高

明,通晓国家政治9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高出多少。假设当时贾谊能被任用,功
业教化一定突出。但为庸臣们嫉妒,很是使人惋惜啊。回顾汉文帝不事吹擂,身体力行,移
风易俗的事迹,贾谊的建议是大体上都被采用了的。至于他打算更改制度9认为汉是土德 ,

尚黄色,数用五;以及希望被试用为典属国,采用五饵、三表的办法去对付匈奴,这种办法

的确是太粗浅了。贾谊年轻早死,虽然没有升到公、卿之位,但不能说是不走运啊。他的著

作总汁有五十八篇,现在采择其切合当时国事的部分言论附载于传文中。



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

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雨禁止,法出而奸息。⋯⋯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 f四 世 有

胜9非幸也,数也⑩。’”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说”商鞅变法
“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

先进者,是真老虎”。刘向1刘歆的评论9出 自反对者之口,可 JmL~事实昭然,无可否认。

商鞅变法为秦始皇建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荀况弟子李斯在继

荀况讲
“四世有胜”以后,就曾向秦始皇说: “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⑨。”苟况、李

斯把秦的胜利托始于孝公,归功于商鞅。对商鞅变法与秦统一事业完成的关系作了正确的理

解。荀况的另一个弟子韩非曾把吴起、商鞅在楚、秦变法的情况作过比较-说 : “楚不用吴

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⑩。”这就是指秦在孝公以后尽管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仍然很澉

烈,但基本上执行了商鞅那条正确路线”所以很快就把变法较早、但不坚持吴起路线而致削

乱的楚国抛在后面9建成了绞一的封建国家。商鞅虽然身遭车裂之祸,但他变法的历史意义

及影晌,却是十分重太的。       ∷

商鞅变法能够取得如此重太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除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那个时代不

订抗拒的苈史崽趋势外,浴应该洼意秦的特点j秦在周初虽被斥为
“
西戎”,但周 室 东 迁

(公元前770年 》以后9即据有西周旧京
一
带农业生产比较先进的区域⑦Ⅱ这个区域皇奴

隶对奴隶主跗反抗很激熟。《诗经 。秦风》的《黄鸟Σ,反映了奴隶们对野蛮的殉葬制度的∴

愤怒谴责,表现了秦地人民的反抗精神。春秋时代,以柳下跖为苜的奴隶起义,斌在秦地建`

立过根据地⑩。在奴隶们的反抗、起义威胁下
:,秦

孝公不得不考虑秦国的政治道路。 “下令

国中求贤者f将修缪 (穆 )公之业”9就是他在新形势下妾致力于 “
强国之禾⑩”的措施。∷

商鞅变法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比较适应秦地人民的要求,所以 “
秦民匣之⑦”,这就

是变法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一场迸步与倒退的激烈斗争。抗拒变法的反动势力丿有奴隶主贵族 的 倮 守

派,特别是有儒家的破坏活动。 “
孔子两行不到秦⑩″,这对秦王朝封建统一政权的建立是

工个有利条件,但并不能说孔臣的反动思想影响就没有进入秦国。荀况对范睢说:秦 “
其殆

无儒邪⑩”?理解这句活”应当注意荀况对
彳

儒眨已作了 “
有 ‘俗儒’者,有 “雁儒

!’

者;

有 ‘大儒’者⑩″的区别。他所指的
“
无儒”,不是iFx有 “略法先王”Ⅱ

“
缪 学 杂 举″的i

“
俗儒”;而畏没有

“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
”
的 “

大儒”和 “法后王、一制度″∶∵
“
尊贤畏法

”
的

“
雅儒”。他认为秦国还缺少这种名儒实法的人物,所以用

“
其殆无儒邪”这

种疑问语气来强调有
“
大儒”、 “雅儒”的重要。至于 “俗儒”,在那个时代几乎 无 孔 不

钻,∷ 荀况怎么会怀疑奏国有元这样的儒者呢?事实上,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建成专制主义的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9秦的每一次进步运动,死抱住腐朽奴隶制不放的儒家 (即荀况昕说的
“俗儒” )都是跳出来反对了的。

今本《商子》的第一篇《更法》,记载了商鞅回击甘龙1杜挚反对 变法的 谬 论⑧。甘

龙、杜挚在秦孝公刚和商鞅计议变法的时候,就跳出来反对,说什么 “圣人不易民而教,智

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缘法雨治者吏习而民安。” ‘‘不刂不百不变法,功不

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夕循礼无邪。”这种种胡说八道,不正是孔丘 “
仍旧贯②”、 “

述

南不作⑩”那上路货色r马 ?不管甘龙、杜挚是否就算儒家⑦,怛他们抗拒变法的反动言论,

确实是从儒家破旧武库里搬出来的。在这个是变革还是保守、是进步还是倒退的*键时刻,

甘龙、杜挚同商鞅的较量9尖锐地反映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商鞅相秦十年9变法的成效已十分显著。一方面是
“
秦民大悦”,另一方面却是

“
宗室

贵戚多怨鍪者”。正当这矛盾尖锐化的紧要关头9儒家又猖狂地狞动一次尿球倒算,代表八

ao



物就是那个吹捧孔丘、称引《诗》《书 ≯的赵肖⑩。赵良叫器
巛
恃德者昌,恃力

·
罾亡”,苡

踮来攻击商鞅角慕力镇压妄图复薜莳奴隶圭蒉族,∷他这句话还被林彪接过来玫击无产阶级专

政。赵良还十分恶毒地渲染秦贵族向商鞅围攻的声势9说商职的地位 “
危若朝露”~,要商鞅

迅速自动下台, “
灌园于鄙”。并建议商鞅 “

劝秦王显岩穴之士9养老存孤,∷ 敬父兄,序宥

功,尊有德〃。这个建议9完全是孔丘 “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⑩”那个复辟奴隶制的反

动纲领的翻版。可以设想,采纳这个建议,不是取消变渚,全面大倒退是什么r商鞅坚决抵

制了赵良的反动谬论,坚守岗位,执行正确路线,毫不动摇。正在赁、法斗争白热化、商鞅

击退儒家妄图夺权的重要时刻,秦孝公死了。早已与儒家赵良之徒有所默契
:的

失势贵族公子虔

∵伙,乘机举行反动政变。商鞅用鲜血抗议了复辟的逆流9成万继少正卯、
^吴

起而献身改革

的又一个战士。复辟与反复辟的儒、法斗争就是这样的激烈:           ∴

章炳麟说: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⑧。”这些 :“谗诽”在秦汶时代集中说 商 鞅.是
“天资刻薄人”,说他 “

少恩⑩”
,说他

“
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⑩”。如此等

等,总而言之,都涉及到ˉ个暴力专政的问题。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专政是国 家 的 职

能。 “
在马蔸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个阶级压迫另△个阶级的祝关,是建立

-种 ‘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到宁:《 国家与

革命》)’商鞅作为新兴地 主阶级的改革家,挛法的目的就是要在秦 国建立ˉ种 “
秩序”·,

来使新兴地主阶级的既得权利合法化、固定化。也就是说9:要用法令的形式9把地主阶级代

替奴零主阶级专敢的 “新秩序”圃定下米⒐搀主同农民即矛盾歹是封建社会昀丰翠矛盾。俱
是,商鞅变法的时代,还是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在

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比之同垂死挣扎的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显然

还居于次要地位。商鞅的政权这时候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击妨碍
“
新秩序″建立的复 辟 势 力

上,放在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刚取得的权力上。这就决定了那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

贵族和附属于他们 的 儒 家,就 成 为 政权的主要镇压对象。商鞅与那些反动势力的斗争,

是=场
进步与倒退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战斗。在这样的你死我活大搏斗中,当然

丝毫不能手软。对待那些妄图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 “
刻薄″、 “

少恩″,有什么 不 可 以

呷?千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 f对予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
为,决不施仁政。” “不这样,∷ 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当然,我
们今天的八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与商鞅的专政,有本质的不同,俚对妄图复辟的反

动派必须坚决镇压,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大力肯定商鞅
“
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 “

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9俄而家绘人足 9道不拾遗
矣⑩。”他认为商鞅对反动派的镇压是维护新兴的社会秩序、致力富强的必不可少措施,~这

个看渚是对的。如果要在专政问题上责备商鞅,只能说他还不过是以∵社剥削制度代替另-
种剥削制度?所以不可能作得很彻底Ⅱ对杈豪贵族,顾忌太多,镇玉不力,没有姆公子虔△

伙顽固分子清洗干净o焕这些家伙还有可能伺挑反扑,结果使自已惨遭杀胄。这就是商鞅留

下来的历史教训。             ∷

.∵切反动派都是尊孔反法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两千多年来,对商鞅的 “
谗诽

'从米投有停止过。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的批林批孔运动惊慌夫猎9他们炮制太曩的反动文章,

对先秦法家特别是商鞅进行恶毒的毁谤。他们胡说什么商鞅关于
￠虱″的概念是 “谴责不喜

欢他的制度的那些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准则”,萜这些人则是
“铋究诗 歆1历 史、音 东:

礼,追求善、仁、无私和赋有辩慧,也就是所有能批判地思考的人③”。这真是海外奇谈 !



不错,商鞅把宣扬
“
礼乐”、 “诗书”、 “

修善”、 〃
孝悌”、 “

诚信”、 “
贞廉”、

“
仁义”、 “

非兵”、 “
羞战”的一伙人统统列入了 “虱”的范畴⑨。这伙入是些什么货色

呢?他们显然是破坏变法、搞奴隶制复辟的儒家。他们宜扬的那一套9是反对商鞅
“
喜农乐

战⑩”、 “
任法去私⑦”的进步措施的,是要搞

“法古”、 “
循礼

”
的大倒退的。他们不耕而

食,不织而衣, “以巧言辩说取官爵⑩”,妄想向刚刚执政的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反夺权。这

是些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死硬派。商鞅曾说过: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

夫蛆、睽 (蝗属 )、 蚰 (蚁属 )、 蝎 (桑虫 ),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 一 人 耕

田,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蛆、媵、蜘、蝎亦大矣⑩。”把这些 “
蛆、媵、蜘、蝎”统统列入

“虱”的范畴,有什么不对?

什么
“
精神生活”、 “

行为准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冫里明白指出: “
社会苴到现

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
'所

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所谓
“
精神生活”、 “行为准

则”,就是属于道德一类的东西,难谭没有阶级性吗?不喜欢商鞅变法的没落奴隶主贵族,

他们那种十分腐朽的 “精神生活”和十分反动的 f行为准则
”
,为什么不该谴责呢?

什么
“研究诗歌、历史、音乐¨¨”? “-定的文化是-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

态上的反映。” “-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定的阶级,属于-定的政治路线的。”商

鞅的敌人,宣场儒家经典,贩卖 “
仁义”、 “

孝悌”、 阝贞廉”、 “诚信”,就是妄图从意

识形态领域虫向新央地主阶级政权进攻,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以达到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

的。那里有为研究而研究的 “纯学术
”?那里有超阶级的

“诗歌t历史、音乐⋯⋯”?鲁迅

的《狂人日记》曾有这样一段精彩描写: “
我翻开历史一

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

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呼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
!” 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捧那些

“
研究诗歌、

:历
史、 音

乐、礼,追求善、仁、无私和赋有辩慧”的家伙的反动实质 !

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叫嚷什么
“研究诗歌、历史、音乐⋯⋯”。你们的

“诗歌”不就

是呕尽心血歌颂资产阶级的
“
人性

”
吗?你们的

“
历史”,不就是绞尽脑汁美化侵略 成 性 的

新、老沙皇吗?你们的 “音乐”,不就是神魂颠倒于贴上 “
人民性

“t “现实主义”标签的

资产阶级货色吗?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是什么?按照商鞅的律例,搞复 辟 的 统 统 列 入

“‘虱’的范畴”。怪不得你们那样
“
愤慨地”反对商鞅

“‘虱’的概念”,原来你们早已

经知道自已应该算什么了!所不同者,商鞅那个时代的 “虱”,是在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

舞台以后搞奴隶制复辟,而你们今天却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此而已:被

列宁称为
“
中国十-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是赞扬商鞅的。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烘

虱》的诗,非常生动地描绘他对于那 “
侵肤” “

次骨”的
“
众虱”实行 “

火攻”的情景,诗

的结尾说: “犹残众虮恨未除,自计宁能久安卧⑦!″ 是的,灭虱一定要彻底、干净。虮子

未除,是睡不得大觉的。虮子是虱的继承者,它是要替虱复仇、翻案的。大家看吧,苏修的

御用
“
学者”们现在不是替商鞅所灭的 “虱”鸣冤叫屈起来了么?

∷ 苏修叛徒集团吹捧
“虱”是

“能批判地思考的入”,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嘴脸。什

么
“
能批判地思考”?不过是反马列主义的引灵幡,搞修正主义的遮羞布:将近二十年来,

你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
批判地思考

”
得难道还不够吗?正是你们这一小撮无产阶级的

“
虱”

,

无耻地背叛了马列主义,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好端

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人间地狱。这笔账苏联人民一定要向你 们 清 算

的,你们被苏联人民烘烧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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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注】

①商鞅入秦在孝公元年,即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变法在孝公三年,即周显王十年,

公元前 ss9年:见 《史记 ·秦本纪》。

②见《史记 ·范睢蔡泽列传》。

③⑧⑧⑩⑩⑧《史记 ·商君列传》。

④《晋书 ·刑法志》: “
律文起自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 《法经》,⋯ ⋯商 君 受之 以相

秦。
”

⑥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欲攻取威胁西河边境的秦国小亭,于是以徙车辕、徙赤菽立赏示

信,乃一战而拔小亭,见 《韩非子 ·内储说上》。《吕氏春秋 ·慎小》记吴起以赏偾表示信,事

亦与此相类。商鞅徙木示信事见《史记 ·商君列传》。《困学纪闻》卷十云: “商鞅入秦,在昊

起死后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吴起之遗智欤?”

⑦比从梁玉绳说,见 《史记志疑》卷二十七。

⑨《韩非子 ·和氐》。

⑧见《史记 ·商君列传》的裴驷《集解》引《新序论》。《新序》本刘向校理书籍时编辑的

一部历史故事资料,今 《新序 ·善谋下》载商鞅事与《商子 ·更法》、《史记 ·商 君 列 传》略

同,无此论。司马贞《史记索隐》谓 “《新序》是刘歆所撰,其中论商君,故裴氏 (《 集解》)

引之”
。刘歆是刘向之子,可能裴驷、司马贞见到的《新序》附有刘歆此论,所以谓某作者汐∵

歆.严可均据此,录此论入《拿汉永》卷四十刈歆作品中(严谓今《新序》有此论,盖误 )。 这

种议论是崇拜儒学的刘向、刘歆都可能有的,所以今统称向、歆父子:论中所引孙卿(荀卿 )语

见《苟子 ·强国》。四世,指孝公(公元前 861一一前 888年 )、 惠文王 (公 元前88t——前

881年 )、 武王 (公元前810——前80t年 )、 昭王 (公元前g06__前 251年 )。

②见《史记 ·李斯列传》。 “
六世

”
是在荀况所讲的 “四世

”
以外,又加上孝文王(公元前

20o年 )、 庄裹王 (公元前nJ9——前
"t年

)。 “四世有胜
”
一语,除见《荀子 ·强国》外,又

见《议兵》,是荀况与李斯对话中语。

⑩《韩非子 ·和氏》,又 <问田》。

⑧《诗经·豳风》的农业诗即产生在这个区域。

⑩据《汉书·贾谊传》李奇注。

⑧《史记·秦本纪》。

⑩韩愈: 《石鼓歌》∶见东雅堂本《昌黎集》卷五。

⑩《荀子 ·强国》。

⑩《荀子 ·儒效》把
“
儒

”
分别为 “

俗儒
”

、 “
雅儒

”
、 “

大儒
”,说: “

略法先王,而足

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是 俗 儒者

也。法后王,一制度,⋯ ¨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以浅持博,以今持古 (从杨

惊校 ),以 -持万,¨ ¨是大儒者也。
”

⑧又略见《史记 ·商君列传 >及《新宇 ·善谋下》。下面引甘龙、杜挚的话,即以《商子》

为主,用 《史记》参订。今本《商子 >开卷第一篇币称秦孝公之谥,乃 “
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

是编
”,非商鞅自著,说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零一,但研究商鞅思想学说,这仍是一个

重要资料。

②《论语 ·先进》。

⑧《论语 ·述雨》。

②《战国策 ·秦三》记杜挚与王稽将兵攻邯郸,那是秦昭王五十年 (公元前 25t年 )左右范

睢为相时事,距孝公元年 (公元前 8s1年 )已一百余年,两个杜挚非一人。       ∶ ∵

⑧见《史记 ·商君列传》。赵良说商鞅在秦孝公临死前五月,即周显王三十一年 (秦孝公二

3θ



十四年,公元前 m8年 )。 变法至此已二十一年,但 《史记》称
“
商君相秦十年

”
,司马贞《史

记索隐》谓此十年只谓为相,胡三省《通鉴 (卷二 )注 》谓为相当在月显王二十一年 (秦孝公十

四年,公元前 扭s年 ),至此恰十年,盖变法后十一年始为相。

⑩《论语 ·尧曰》。

⑧⑩《馗书 ·商鞅》。

⑩《史记 ·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论》∶

⑧别列洛莫夫: 《中华帝制度的形成》,载苏修《历史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 商子 ·靳令》,又 《去强》略同。

⑩《商子 ·壹言》。

⑩《商子 ·修杈》。

⑩⑩《商子 ·农战》。

⑧《和置乐道烘虱》,李壁注本《工荆文公诗》卷十五。

荀况对 恩孟 学派 的扌
∶
商鞅变法以后的一百年间①,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出现的前夕-新兴她主阶级同没落奴

苯主阶级的较量己经邶重点由经济基础方面转到了巩固基础的上层建筑方π。政治形势的大

动荡就是这种较量的反映。意识形态领域也随着政治大动荡出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在

代衣进步势力的法家冲击之下,∶ 镉家开始分化。当时有 “儒分为八″的说法②。 “八儒”之

屮,继承孔丘顽固守旧衣钵的是号称 “孔门嫡系”的思孟学派 (即 “亍思之孺∵和 “孟氏之

懦” ),与之耜反,接受法家观点,发隼夙的变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对恩孟学派作

有力J也批判的则是苟况 《苟卿,或称孙卿 )。 荀况在当时被称为 “孙氏之儒″,实际上他已

经不娃儒家,而是一个法家,只不过他把 “儒”划分为 “大儒
'、
 “雅儒”和 “俗儒”,爿|

赋予 “大儒”、 “雅儒”以名儒实法的新含义③,还没有完全放弃彳儒家”这个虚 名 号 而

已。囚此,苟况对思孟学派的批判9就不能看仵儒家内部的派系斗争,而应该看作是他代表

法家向儒家进行战斗。 “诸侯异政,百家异说④″,是那个时代思想上和政汾上进步与倒退

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特征,雨儒、法两家代袤腐朽和新兴两种社会势力开展你死我 活 的 搏

斗,则是在那些 “异政”、 “异说”中形成复辟与反复辟两大营垒的主要内 容。 “诸 侯 异

政”,不外乎是搞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政治还是搞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 “百家舁说”,也主

要是为这两种政治服务的,以 儒、法两家为代表的学说。而新兴的封建制代替没落的奴隶制

已逐渐变为许多地区的既成事实。 “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詹魏东西,才能使

社会前进。”这是当时的历史使命。荀况代表法家对孔门嫡系思孟学派展开批判,就是在这

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

所谓思孟学派,就是孔丘孙丿:J孔汲 (子思,公元前淫83-—前压02)和他的再传 弟 子 孟

轲 (公元前38卜一⋯前305冫 ⑤昕创立的学派。在苟况的时代 〈公元前⒛8——前236年⑥ ),

这个反动学派正扩散着十分恶劣而又广泛的影响,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

要敌人。特别是孟轲,他曾经疯狂地对促进新的变革的法家进行攻击,说 : 阝薷战 者 服 上

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⑦。”又说: “
今之事君者曰8 “我能为君辟土

地、充府库。”
今之所谓良臣,古之矽f谓 民贼也。” “亻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

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⑧。”这些话,矛头完全是对准提倡农战、致力富强的法家的。

所以批判思孟学派9肃清仳们的恶劣影响,予垂死的奴隶扌阶级代言人的反攻倒算以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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