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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公平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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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平是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公平思想的提出更多地是为了维护社会的伦理秩序，使整个社

会价值系统运行有序，严防失序和僭越现象的发生。荀子所言的“正”在价值观上指的是正直、中正、正当之意，

同时还有约束、规范的意思。荀子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通过礼乐之治，将自然之道的天理公义还

原下贯至民间，调和“欲多而物寡”之矛盾，使公道世界得以实现。荀子的礼义也正视社会结构由“分”而来的差

别，他主张维持一种有差别然而却是公正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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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是由有差异的、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

和对立的人群或组织构成的。如何设计一种制度、

建立一种原则，以兼顾各方利益，使各群体能够相

安而处、群居和一，以避免各群体或组织为了私利

而争斗，进而导致“争、乱、穷”甚至是毁灭性的结

局，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发展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也是“公平”关涉的问题。“公

平”这一价值观牵涉到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

首要价值与其说是增加财富的数量，毋宁说是在社

会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确立适度的边界或“度”。从

政治伦理角度看，“公平”问题首先是道义论上的，

其次才是目的论上的。荀子理想社会中的“群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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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理平治”，正是以“公平”为基础的，而这样的

社会组织结构当以荀子所理解的“公道”为核心，其

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正义论”应在情理之中。

一、公平思想的基本内涵

公平是先秦儒道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其

概念本身包含公正、平等、正义三个方面的含义。

甲骨文“ ”字表示平均分配部落或氏族集体共同

拥有的物品、物用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言：

“公，平分也。从八从厶。”《韩非子·五蠹》释言：

“背厶谓之公，或说，分其厶以与人为公。”从思想源

头来看，《易经》中就初步确立了天道公正的思想，

乾卦的卦辞首创“元、亨、利、贞”一说，无妄卦的卦

辞曾续引“元、亨、利、贞”并作阐释，以为天道有其

理，不妄为，并至为亨通，守持公正。《易传·文言》

用“刚健中正”“天下（公）平”加以概括，称“刚健中

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

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被后世易经学家理

解为天道既存，则万物运动皆据之而行，人循其理，

亦不会妄行，故“当以正道行之”。其后，“公”“正”

“平”“等”四字在《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礼

记》等典籍中多次出现，充分显示了先秦两汉思想

家对建立以公平为中心的公道世界的高度重视。

据笔者梳理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各

种引得（索引）可知：《论语》里“公”出现２６次，“正”

出现２４次，“平”出现３次，“等”出现１次；《孟子》

里“公”出现３１次，“正”出现３８次，“平”出现１８次，

“等”出现５次，“差”出现２次；《墨子》里“公”出现１７

次，“正”出现７５次，“平”出现１４次，“等”出现９次；

《礼记》里“公”出现１７４次，“等”出现２２次。从甲骨

文、《易经》及至先秦两汉的儒家经典文献来看，由天

道公正引申、转衍为人道公正，这在中国文化演变过

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基本理念。从天

道公理下贯到人道的人性、正名的理解、法律和制度

的建立，公平的理念一直贯穿其中。在各个思想家

的思想体系中，各家强调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或重视

公正，或重视平等，或重视正义。

关于公正的含义，朱熹说得很清楚，其言：“今

人多连看‘公正’二字，其实公自是公，正自是正。”

（《朱子语类》卷二十六）公正是公与正的复合词，公

正连用具有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含义。就认识论而

言，荀子言：“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辩说也。”

（《荀子·正名》）就是说我们在论辩说理时要用公正

的态度，言说过程要合乎情，更要合乎理，而鄙视争

强好胜的言辞之争；就价值观而言，公正连用强调个

体作为群体的一员应得到公平的对待，也就是荀子

提出的以礼的标准对待个体，做到不偏不倚，这就是

公道，从这个方面来说，公正更多地是为了维护社会

的伦理秩序，使整个社会价值系统运行有序，严防失

序和僭越现象的发生，可见，公正和公平更多地含有

秩序方面的与私相对的含义。荀子言：“公正无私。”

（《荀子·赋篇》）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在处理公共

事务时都要以礼的标准去做，整个过程就会显得正

当有序。据东方朔先生考察，公正作为社会组织中

个人应得的分配原则，其含义与正义更为接近，其与

平等、公平相关但有一定的区别［１］。

君主或臣子如何做到大公无私？荀子从公心

和公义两个方面强调了对外在客观事物要准确辨

析把握。荀子说：“以公心辨。”（《荀子·正名》）辨

在荀子思想中属于道德认知的范畴，荀子重视群分

义辨，其本义就是分，以公心辨就是要抛弃个人的

成见和喜好来平等分析辨别万事万物，这在道德领

域有利于个体进行正确的道德选择，在社会领域有

利于君主进行正确的决策研判，故荀子也说：“公生

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就公义来讲，荀子两次

强调公义的重要性。“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

欲。”（《荀子·修身》）“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

子·君道》）此两句荀子皆就公私言，公义与私欲，公

义与私事，这两句话就是讲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处理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而在此问题上荀子一直坚持传

统儒家的道义论。何谓公义？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

特指礼义，也就是“礼之理”。荀子言：“礼之理诚深

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

典制辟陋之说，入焉则丧；其理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

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荀子·礼论》）以礼之理来

分析坚白、同异之察，判别典制辟陋之说，辨析暴慢恣

睢之俗，从而以克私欲，屏息私事，实现社会正理平治

的大清明之境况。何谓正？朱熹言：“公者，心之平

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朱子语

类》卷二十六）在社会人群之中，“无偏无党”“无偏无

颇”才是得之理、当于理。公是体，正是公之用，公是

正的前提，正是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在荀子思

想中，“正”在认识论中指的是名实一致。荀子重视正

名，他说：“擅作名以乱正名。”（《荀子·正名》）荀子批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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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以乱正名”，而把名实之间和对象关系完全搞乱，

导致君子对事物对象之考察失去正当性，出现判断的

偏差，“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

有所正矣”（《荀子·儒效》）。

就价值论而言，荀子所言的“正”为理正，也就

是言行合乎理。在《荀子》全书中，正义连用总共出

现了四次：

其一，“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荀子·

不苟》）。王先谦《荀子集解》认为此处的义乃“议”

的假借字，意谓“正议”，即正直的评议。

其二，“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荀子·正名》）。王先谦《荀子集解》引俞樾所说：

“《广韵》：‘正，正当也。’正利而为，正义而为，犹文

四年《左传》曰‘当官而行’也。”孟子曾言：“义，人之

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所言之正义，即孟

子所谓之正路，也就是人之言行的正当性。何谓正

当性？言行符合礼的规则、规范，不逾礼，不僭越而

适宜、适中、适合。这也符合义之本义，《说文解字》

言：“义者，宜也。”

其三，“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

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荀子·儒效》）。

对于此处的正义，学界的认识有分歧。黄玉顺先生

说：“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正义’范畴，即有

‘正义’亦即礼义。”［２］可以看出，黄先生在此把后句

的礼义当正义解，反过来，亦把前句的正义当礼义

说，两者意思是一致的。熊公哲则把“正”释为正

当，他说：“不以学问为事，无正当主张，只以财富为

善，这便谓之俗人。”［３］《韩诗外传》云：“耳不闻学，

行无正义，茫茫然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４］结合

熊公哲和《韩诗外传》的解释来看，前句主要谈及耳

闻和言行，此处的正义宜当作言行之正当解才契合

原意和语境，是属于伦理价值层面的问题，而非黄

先生所言的正义制度层面之考量。因为荀子在前

句谈及的是道德和利益的冲突问题，如果是俗人，

那么其言行和耳闻又是怎样呢？在后句，荀子自然

地由伦理层面进入社会制度政治层面，这也反映出

荀子思想伦理政治化的特点。

其四，“《传》曰：‘从道不从君。’故正义之臣设，

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荀

子·臣道》）。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这里的道和义指的是礼道，正义之臣指的是谏争辅

拂之人。在现实生活中，倘若君、父出现不义之举，

作为臣、子则可以依礼道而不从，即既有的行为不

符合礼义规范时，这种社会的尊尊规范和家庭的亲

亲原则就应当被突破和超越。结合语境来看，此处

荀子强调了礼道的重要性，更突出了正义的制度伦

理的特点，当然从“从道不从君”来说，正义之臣还

应该指言行举止正当而符合礼义规范的人，因而在

此正义还包含价值层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荀子所言的“正”，在价值观上首先指

的是正直、中正、正当之意；同时，荀子的“正”还有约

束、规范的意思。荀子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

然后正。”（《荀子·性恶》）所谓正心诚意，正心就是

对内心观念的端正约束，荀子讲正心，也是从师与法

两方面来端正约束人心。荀子又说：“率道而行，端

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

十二子》）这里的正己，就是指规范约束自己，使自己

处于端正的位置，这就是正所具有的价值观意义。

二、“欲多而物寡”：“公平”何以必须

荀子公平思想是对孔子以下三种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其一，孔子重视公正德性的培养，也就是

说孔子强调执政者要以身作则。《子路》篇云：“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以说，孔

子治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执政者以其端正的言行作

为表率，影响带动他人，以便有效地治理国家。执

政者作为百姓的表率，端正自己的言行，是社会公

正的前提。其二，孔子强调执政者以正为纲。孔子

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

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孔子重视正当性原则在制度伦理上的体现，强调既

尊重社会的公利也尊重他者的私利，通过推而超越

差等之爱，达到一体之仁。其三，孔子讲求原则，重

视礼道。就个人而言，孔子主张“恭而无礼则劳，慎

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

语·泰伯》）。做到公平正义，需要遵循一定的准

则，而一个人的无礼会使他失去社会性的向度，不

利于个人在德行和公正方面的自省。

相较孔子，荀子更重视公正德性的培养，也重视

社会正义的制度建构，在公正德性和社会正义之间

以礼分的差等公平原则贯穿其中，以实现社会的群

居和一、正理平治。据笔者梳理原哈佛燕京学社引

得编纂处编印的《荀子引得》索引可知：在荀子元典

中，论“公”达４６次，“公平”１次，“公正”４次，“公义”

２次，“公道”３次，“公患”４次；论“正”达１１４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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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达４８次，“等”达２２次。荀子言公平，“故公平

者职之衡也”（《荀子·王制》）；荀子言公正，“上公正

则下易直也”（《荀子·正论》），“贵公正而贱鄙争”

（《荀子·正名》），“公正无私”（《荀子·赋篇》）；荀子

言公道，“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荀子·君道》），

“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荀子·强国》）。

学界对荀子的公正、正义思想已有探讨。在荀子

思想中，公平内含于礼，是荀子礼论的根本精神。在

《富国》篇荀子言：“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

矣。”如果没有礼的“度量分界”，社会就会“合于犯分

乱理而归于暴”，正是为了平息这种“争”与“暴”，社会

才需要一种公平的理论。可见，与一些思想家的理解

不同，在荀子看来，公平的起源与必要并非是欲望本

身的善恶或人性的善恶，而是“欲多而物寡”这一人类

社会之生存公理所引起的“争、乱、穷”的一种必要的

价值预设，换言之，“欲多而物寡”之生存公理是荀子

“公平”思想建立的前提和出发点。

在荀子看来，礼义首先涉及的便是对各种社会

资源（包括道德）分配的公平，这是社会秩序建立的

基础。荀子认为，社会祸乱起于“穷”与“争”，而

“穷”与“争”起于离群独居、群而无分，这破坏了社

会的有序状态，而“兼足天下之道在于明分”。荀子

言：“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强调，君主治

政的关键在于明确职分，按礼义原则合理分配财

富，以实现“明分使群”的目的。荀子遵循“推天道

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通过礼乐之治，将自然之道

的天理公义还原下贯至民间，实现社会正理平治，

调和“欲多而物寡”之矛盾，使公道世界得以实现。

因此，主张以人事公正的治理原则来对应天道公

正，是荀子礼治公平思想的一大特征。

荀子言：“天有长道矣，地有常数矣，君主有长

体矣。”（《荀子·天论》）他强调，天道、地道、人道都

贯彻有至理和公道，体现着公正原则的普遍性，用

之于治国平天下，就是推行公平正义。在荀子的思

想体系中，义和礼有着同样的道德规范含义，礼注

重外在的规范性，义则注重内在性，强调在思想上

维护公平正义之法则。孔子曾言：“君子之于天下

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荀

子也言：“古圣人以人之性恶，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

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

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礼义之化

也。”（《荀子·性恶》）义与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

公平正义社会的准绳，为构建群居和一的和谐社会

提供了伦理标准。君子在处理社会问题和具体事

务时，必须做到“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以维

护群体利益作为行为判断与选择的基本原则。

如何调和“欲多而物寡”之间的矛盾，荀子给出

了“礼者，养也”和“礼之别”的答案。就“礼者，养

也”来说，实现这一功能在于发挥“礼之分”的作用，

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从而实现欲必不穷乎物，物必

不屈于欲，使物与欲之间相持而长，以礼义的公正

性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就“礼之别”来说，荀子强调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

子·富国》），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源分配上所要达

至的“公平”，就是按礼的等级差序而分，即“制礼义

以分之”，使之“各得其所”，“各当其分”，“农以力尽

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

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其职，夫是之谓至平”（《荀

子·荣辱》）。唐杨絫注：“各当其分，虽贵贱不同，

然谓之至平也。”礼制的功用是使社会形成良好的

秩序，保持和谐，并且使社会的财富分配与占有有

节度，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局面，人都陷入贫

困，面临灾难，更不可能有公平可言。荀子正是基于

人身份、等级的不同，在“欲多而物寡”时提出“礼之

养”和“礼之别”的解决方案。这对建立礼治基础上

的社会公平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明代思想家吕坤

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公平思想，他说：“世间千种人、

万般物、百样事，各得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

而无一毫拂戾不安之意，这便是太平。”吕坤强调公

平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治理社会的根本目标，他又强

调公平之平不是抹杀差异，而是“各安其位”，这是对

荀子公平观最清楚直白、最透彻的解说。

三、“制礼义以分之”：“公平”何以可能

从“公平”何以必须这一点上看，礼义之“公平”

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止争”。许多学者也认为，荀子

讲礼义法度就是为了“明分止争”。可以说礼义之

“公正”的目的指向“止争”，但“止争”并非一定就是

“公平”的，关键要看“止争”的原则。礼义只是规定

了差等格局的框架，而公正、正义则是维系差等格局

的手段。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

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

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５］

荀子首先认为，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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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已经意识

到了资源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分配

要体现公正，分配要合理，当以礼分之，而明分是合

理分配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认为君主是治政的枢

要，“所以管分之枢要”，极力加以“美之”“安之”“贵

之”。荀子言：“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

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荀子·富

国》）其中“先王分割而等异之”，据清经学家王念孙

的解释，乃先王“以分割制之，以等差异之”，是荀子

解释明分原则的依据。他主张严格按照职分等级来

治理国家与分配财富，以使美与恶、厚与薄、佚乐与

劬劳能够相互对应。由人群所组成的社会有男女、

有夫妇，有职业的不同、有职务的高低等，所谓“农分

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

听”（《荀子·王霸》）。荀子的礼义正视人的欲望，故

有养欲一说；荀子的礼义也正视社会结构由“分”而

来的差别，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

称”（《荀子·富国》）。这种差等是社会群体的自然

现象，盖“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

（《荀子·王制》），关键在于在这种“惟齐非齐”的差

等之中如何贯彻和体现“公平”思想。为此，荀子提

出了一个“差等公平”的原则，即维持一种有差别然

而却是公正的分配方式，以使“德必称位，位必称禄，

禄必称用”（《荀子·富国》）。这一原则的实质是

“义”，其所以可能，是人之有“辨”。盖“义”者，宜也，

在荀子看来，其是价值正当性之基础；“辨”者，使“是

非不乱”，“端”“本”分明也，而目的正是在于“皆使人

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

“差等公平”是荀子政治伦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平如何体现？须仰赖礼治手段，为“别”为“分”。

在财富分配中，荀子的差等公平思想实则来源于孔

子。孔子曰：“丘有闻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在此孔子的

原意并不是要讲财富均分问题，朱熹对这句话有很

精辟的解释，朱子言：“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

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

注》）“均谓各得其分”，这个“分”是按照礼所规定的

权利之分，也就是按照每个人的等级名分来分配财

富，而这种等级名分的划分标准是宗法血缘关系以

及由其决定的权势地位。荀子也继承了孔子“不患

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思想。《荀子·王霸》云：“出若

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礼

法之大分也。”荀子所讲的均平，就是“君臣上下，贵

贱长幼，至于庶人”各谨于分，安于自己的职业、职

位、职责。所谓“百王之所同”，就是如果农夫、商

贾、士大夫、诸侯、天子都能“各得其分”并各安其分

的话，就是一个“天下莫不平均”而“正理平治”的理

想社会。荀子并不认为“正理平治”的社会就是齐

一平等的社会，即真正的公平是依人性实际建立社

会制度，而不是妄斩而齐，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惟齐

非齐”。礼义法度之所以养人并能解决物寡欲多带

来的“乱”“争”问题，正是因为有“差等”。因此，将

“公平”这个理念落实到治道上，最重要的是要划清

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等差界限。值得称道的是，荀子

还注意到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应防止出现类似于

罗尔斯所说的“自然的专横”，以体现“公平”原则，

故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当是“公平”

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五疾：上收而养之，材

而事之”（《荀子·王制》）。

儒家所讲的社会公平，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平

等，而只能是一种等级秩序上的公正和公平［６］。荀

子也强调人在感性和理性能力上的先天平等，只是

这种平等乃是原初意义上的，它仅意示着我们在治

理社会时，应当为民众提供平等的机会，但不能保

证所有资源的公正分配，真正决定公平的是后天形

成的不公平。故与孔孟相比，荀子虽重修养，但更

注重借助制度的力量来贯彻公平原则，在政治上主

张“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设立以贤能分配名

位的制度；在经济上主张“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

国”，建立公正的“食—禄”分配体制；在道德上主张

以“公义胜私欲”；在法律上主张“刑罚不逾罪，爵赏

不逾德”；选举人才必举“公正之士”。可以说，荀子

正是以“公平”为基础，设计政治伦理制度并据此建

立“公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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