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百家争鸣”知识讲解的一点思考——武建光 

“百家争鸣”这节内容在高中历史教学和高考考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思想文化是较为抽象的东西，真正让学生

弄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思考中，在充分查找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讲解思路——以

社会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核心；以实现其理想目标的举措为抓手将每家思想的内容整合为具有严密逻辑体系

的整体，并借助学生熟背的先秦诸子散文，以此深化学生对各家思想实质性的理解。 

四家思想都是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为宗旨，由于各家的阶级立场不同，对造成社会问题的原因的解释自然也不同，

因此对于治理乱世开出的药方也不同；除此之外，各家还论证和勾勒了实现其“药方”的举措。 

一、儒家：精神实质：以血缘亲疏远近来辨等级，分贵贱，序君臣父子等关系，由此实现社会有序，走向大治。 

  1 孔子：逻辑：人性中亲亲之爱（支撑）—“仁爱”（核心）—复礼（出发点）—正名（目的）—人伦秩序 

孔子认为“礼崩乐坏”是导致社会动荡纷争失序原因，而西周时期“礼”约束下，社会的和谐有序给孔子以启示。因

此孔子希望通过“复礼”来正名，以形成“君臣父子”“亲尊长幼”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但原先“周礼”的运行以周天子

强大的实力和紧密的血缘纽带为前提，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血缘关系的松弛，礼乐崩塌，社会失序。因此孔子必

须为“复礼”找到新的支撑，为此孔子从人性中固有的亲亲之爱的基础上发明了“仁”这一核心概念。孔子希望基于内心

道德自觉即“仁”的基础上践行“礼”（“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用“差别”的爱并“推己及人”来协调政治、社会

关系，那么社会即可归于有序和走向大治。特别指出：孔子从人性中固有的亲亲之爱的差异性论证了“仁爱”的等级差异

性也因此匹配了“仁”外化的“礼”的等级性。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积极入仕以入世”，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

到当权统治者的重用，但未能如愿。继而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倡导“有教无类”，教育中灌输“仁”与“礼”的思想以

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寄希望于学生实现其“重建血亲人伦秩序”的政治理想。 

2孟子：思想逻辑：义理的“天”—人性本善（依据）—仁政（手段）—建立“君臣父子”“亲尊长幼”的人伦秩序 

孟子希望通过血缘亲疏远近序“君臣父子，亲尊长幼”来解决社会失序的问题。孟子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
1
，从人人

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出“仁政”必然性。 

具体表述：义理之“天”赋予人固有的“性善”的美德，即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恭敬之心

（礼），是非之心（智）道德四端
2
即“良知”以及运用固有的善做出是非判断的能力即“良能”。但是四端只是道德的萌

芽状态，需要后天的教育和自我修养
3
使之扩展。孟子认为四端的程度因人而异有大善、中善、小善的不同，因此也就有君

子和小人之分。在后天中，本身固有的善也有“存之”和“去之”两种状态。这就需要统治者行仁政：通过“治民以产”

以养民、富民从而为“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奠定基础；除此之外，孟子还对统治者提出严格的道德要

求：统治者要率先垂范，做道德的模范；统治者要尊贤使能，废除世官制，选用的各级官员既是道德模范同时要承担教化

百姓的职责；统治者要行“王道”，反对霸道，由此才能实现万民归顺，万邦来朝，从而实现社会有序，国家统一。 

3荀子：思想逻辑：人性本恶、明分使群——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建立“君臣父子”“亲尊长幼”的人伦秩序 

具体表述：荀子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人性的“恶”导致对名利的争夺进而导致天下大乱。但荀子认为“恶”

是可以通过后天地教化、自身地努力以及外在的规范变“善”
4
；同时荀子指出“恶”的程度因人而异，有大恶、中恶和小

恶之分。通过礼仪教化即“隆礼”可以使中恶、小恶之人变善；针对大恶之人则必须使用严刑峻法使之恶性不敢发挥。这

就是荀子思想中的通过“隆礼重法”实现“化性起伪”（伪的解释：人+为=善），进而建立起“君臣父子”“亲尊长幼”

的人伦秩序。荀子除了从人性恶的角度论证“隆礼重法”必要性和重要性外，还提出“明分使群”
5
的观点来论证“礼”的

起源和“隆礼”的重要意义。 

二、墨家： 以兼相爱、交相利、非攻思想为特点。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其宗旨目标。 

思想逻辑：天志、明鬼——兼君、尚贤（非命）——逐级尚同（兼、利）——道义统一，兴利除害 

具体表述：墨家认为天下大乱的是因为没有统一的道义标准，标准不同就“生争”，争就“生乱”。因此墨家认为天

下由乱到治必须做到“尚同”即统一道义。墨家“天志”（借助“天”的意志论证自身道义的至高无上性和合理性）下的

                                                             
1 孟子语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2
 孟子所指的“四端”就是儒家的血亲人伦。 

3
 孟子：基于性善论的前提，孟子特别注重通过内省的方式提高道德修养；良知以及内省的方法论影响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4
 荀子的“善”就是儒家血亲人伦的道德标准 

5
 明分使群：人优于动物的原因在于人能群，群是因为建立在分的基础上，而分的依据是“礼”，礼即是血亲人伦等级 



道义标准——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节葬、尚力、非乐等。如何将这些道义付诸实践呢？墨家的设想是：百姓公

推具备“兼爱和利天下”美德的人为天子，天子要遵循天的意志，做到“兼君”；其次天子要按照“兼”的标准选用各级

官员即“尚贤”（墨家的“非命”的观点），然后逐级尚（上）同。此外墨家还借助“天志”“明鬼”，利用百姓对天和

鬼神的信仰和恐惧确保百姓遵道义规范自身言行协调社会人际关系。如此便能“尚同”实现天下实现大治。 

二、道家思想：道家从自然之道中汲取智慧，认为人间之道要效法自然——道法自然。 

    1：老子：《道德经》：论道和朴素辩证法（世界观）——据德（方法论）指导治国和修身（君混、士明；愚民） 

     具体表述：老子认为各阶级、各阶层脱离了“道”淳朴的本性，在欲望地驱使下追名逐利，由此天下大乱。所以由

乱走向治，各阶级各阶层必须恢复“道”的淳朴本性和践行道的原则。统治者要清心寡欲，循“道”不妄为，无为而治（君

混）；士不宣传所谓的世俗的善恶美丑，不要制定世俗的法律章法，破坏百姓的淳朴之性和激起统治者和老百姓欲望之心

（士明）；统治者要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所谓的文明和文化使百姓之心回归质朴之性。老子从宇宙、自然的中寻求智慧和

论证其政治思想，这就是“道法自然”。老子通过论“道
6
”以及朴素辩证法

7
的运用，论证了柔能克刚；无为实现无不为；

处下、谦卑方能成就伟大等。需要指出的是：老子的本意是让大家都不争，但《道德经》一文中却体现着浓厚的功利色彩，

这看似矛盾，其实这是老子推销其学说使用的沟通技巧，因为世人都在“争”，如何让处处钻营的人接受“不争”，只能

是顺着世人“逐名利”的心理来劝解世人，通过自然中和社会中一个个“不争”反获得成功的案例和一个个“争”失败的

案例让大家接受“不争”。大家都不争，天下大治。 

2：庄子： 思想逻辑：道——齐物论、齐我论——追求主观上精神的愉悦和自由——解救自己和世人于痛苦之中 

庄子的思想虽承袭老子，但两者在思想内容、精神气度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造成老庄思想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是同样

作为奴隶主阶级的老、庄所处的时代不同，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解读：庄子已处于地主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已大幅下跌，战乱纷争的环

境下生命地朝不保夕，荣华富贵的烟云变幻等糟糕的现实注定了庄子心态与处于奴隶主尚在政治舞台时期的老子有很大的

不同。老子以“循自然”的方式尚有积极“入世”之意，但庄子已经是完全的“避世”和“厌世”。庄子认为混乱的世界

已经无药可救了，乱世中生命卑贱如羽毛；而内心中的的痛苦却厚如天地，唯一能拯救的只有人心。庄子从自然的“道”

中寻求智慧和支撑。庄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因此由道产生的万物本质上就没有差异性即“齐物论”，既然万物都

是同一的，那就应该抱平常心看待世间一切，无所谓得失、美丑、甚至无所谓生死，如此人“心”就可以摆脱世间的痛苦，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庄子还提出高层次的的方式即避世”和“厌世”，将自己混同于天地之间，做到“天地与我共生，万

物与我为一”这就是“齐我论”
8
，真正做到无所待，甚至忘却自己的肉身，追求精神驰骋于天地之间,遨游于九天之上。

庄子认为政权统治和“圣人”说教是导致人们痛苦的源头；他反对政权统治，追求至德之世；反对所谓圣人的说教，他的

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此意。庄子希望人们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排除一切世俗功利，追求精神的绝对幸福。 

四、法家： 服务于国家统一，寄希望于王权的扩张（专制、集权）以扫除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走向有序。 

思想逻辑：人性本恶—法、术、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变革制度（军事人才物质）提升国力—战争方式—政权统一 

具体解释：法家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分封制等系列旧制度是导致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顺历史潮流，推进变革实现国家统一。统一需要强大的实力，而实力的增强需通过通过制度变革来实

现：军功爵、奖励耕战提高军事实力，和废井田发展小农经济，奖励耕织壮大物质基础和官僚制度集聚强国之才。而实现

制度的变革则取决于王权的扩张，而王权的扩张需要根本制度的革新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度）， 为此法家

为王权的扩张提供了三件法宝——人性本恶
9
（人性中的趋利避害）的基础上的法、术、势。 

总结：四家思想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可以理解各家思想都有着自身对“人性”的解读；为了论证自身

思想的合理性和至高无上性，儒家、墨家的抬出了所谓的古圣先王——“法先王”，甚至还抬出了“人格化的天”。法家

                                                             
6
 论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7
 朴素的辩证法：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很多教材中错误地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

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认为是老子的辩证法，其实这句话是老子表达对世俗善恶美丑标准的批判。道家的“道”才是最高的标准，其

余各家的标准是“非道”的是导致人性迷失，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因此道家反对任何人为的约束。 
8
 齐我论：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忘掉人的社会属性，突出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庄子避世厌世，回归自然的理论依据。这个

不太好懂，举几个例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比如“深山藏古寺”；佛教用语“六根清净”以及系列清规戒律。 
9
 法家从人性本恶且不会变善的角度构建其体系：既然人性中的趋利避害，那么法家的就是通过重赏重罚来协调政治和社会关系。如奖励耕战。 



相对进步，“法后王” 认为“世易则事易”。道家相对更高明，从世界本体论的高度来论证其学说，即道法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