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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战国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以其锐利的目光与理性的思索洞察和剖析当时的社会现象，并为

其时的社会问题应对给出了自己的理想答案。荀子核心思想中的“隆礼重法”、“足国裕民”、“尚贤

使能”、“明分使群”等有效助益当时的社会治理，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礼法模式的基石。

荀子的上述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的德法兼治、共同富裕、人才强国、和谐社会建设等基本国

策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与惊人的契合，从而凸现出荀子思想历久弥新的理性光辉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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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ster of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Xun Zi, with his sharp vision and ra-
tional thinking, penetrated and analyzed the social phenomena at that time, and gave his own 
ideal answer to the social problem. The core ideas of Xun Zi, such as “stressing the law with re-
spect to rites”,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promoting the ability of the ta-
lented” and “dividing the masses”, effectively helped the social governance at that time, and also 
laid the cornerstone of the etiquette mode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above series of Xun Zi’s thoughts 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re intrinsically rela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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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triking agreement with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ie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such as rule by vir-
tue and law, common prosperity,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and building a harmo-
nious society. Thus highlight the enduring rational brilli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Xun Zi’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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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战国末期，百家争鸣。荀子是先秦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批判和总结诸子思想的同时，继

承和发展了儒学的“礼”论，并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具有前瞻性的国家

治理理念。他以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性恶论”为依据，吸取众家之长，提出了“隆礼重法”、“足国裕

民”、“尚贤使能”、“明分使群”等治国方略。 
荀子将把礼法、王霸、义利等基本理念融会贯通，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战国末年社会治理与发展的需

要，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荀子思想哲理根基深厚，现实内涵丰富，对当时和后世

的治国实践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荀子的国家治理思想即便对于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的国

家治理，依旧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2. 荀子国家治理思想概述 

荀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战国中后期，当时的中国先秦社会正处于最为激烈的变化时期。其时，中国

封建制度正走向瓦解，郡县制逐渐兴起，战争频仍，天下走向统一的趋势愈加明显。荀子的国家治理思

想体系就是在这种社会剧变背景下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他在继承和发展过往儒家思想基础上，批判性地

吸收借鉴了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人才利用、社会秩序建设等

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特且理性的见解。 

2.1. 隆礼重法 

荀子立足于战国末期的时代背景，提出隆礼重法、王霸兼用的思想主张。“治之经，礼与刑”(《荀

子·成相》)，他认为国家治理既离不开以礼为核心的德治，也要依靠以刑为核心的法治。礼义教化体现

道德之威，刑罚压制体现法律之严，二者在国家治理中并行不悖[1]。因此，唯有德法结合，才能最大程

度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国家治理需建立在良治、善治的基础之上，其中“礼”是

德治的核心与基础。荀子在继承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的前提下，把“礼”的功能由调整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延伸到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层面。荀子所提到的“礼”，即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在治理

国家时要以“礼”作为制定法律的准则，先有“礼”再有“法”。第二是指重视“礼”的道德教育功能。

只有在礼义和教化的基础上，才能使惩罚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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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以“礼”教化民众并不能完全抵抗人性之本恶，于是荀子援法入礼，提出增强法的强制性与

权威性来巩固德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儒家“重德轻刑”的倾向。荀子将“法”视为“礼”的

附属，并将“礼”视为立法的标准，并将其视为规定条件的总原则，即只有在“礼”的基础上，才能制订

法律。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礼义的教化作用。只有以礼义教化作为前提，刑罚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 

2.2. 足国裕民 

荀子将“足国裕民”视为考察国家治理水平的标尺之一，强调通过民众富裕来推动国家富强。其中，

裕民是足国的基础，足国是裕民的保障，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总目标。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下富而上富”(《荀子·富国》)是其足国裕民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足国裕民”

的实现应以国家节省用度为前提，民众在生活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会有效管理土地并且扩大生产，整

个国家的余粮增多，整体实力则会逐步上升，国家和民众的富裕则不再话下。“让利于民则取天下，保

社稷”(《荀子·富国》)，除节省用度之外，国家还要对百姓做到“仁政”，压榨百姓的生存空间和掠夺

百姓财产是不可取的，战国如此，当今亦然。 
从分配的角度来说，“维齐非齐”是确保实现足国裕民过程中最根本的分配原则。战国后期，社会

财富匮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荀子敏锐地认识到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他认为在

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想要在避免社会混乱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分配方面必须做到维齐非

齐，相称等宜。在具体的分配原则上，荀子提出“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
即政治地位影响经济分配，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获得与其地位相配的报酬方显社会正义。荀子认为，

在礼制的限制下，对社会等级和财富进行区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不齐”

来保证“齐”，这就是荀子的“维齐非齐”思想。 

2.3. 尚贤使能 

荀子对前人关于贤者的论述作了理性的反思，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进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尚

贤使能”的人才观。“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荀子所说的“贤”主

要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思想境界，尚贤即任人唯贤。“能”指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能即帮助人才

有效施展才能，使其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具体实施的阶段，尚贤使能人才观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取人有道、用人有法、校之以礼。 
在选拔人才方面，荀子认为德才皆优是贤才的必备条件，即拥有渊博学识的同时兼备良好品行。只

要个人具备了德与才的能力便可委以重任，其出身、关系不再成为委任官职的评判标准。在运用人才方

面，荀子也对如何用贤作出了详细的解释。“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即量才用人，

根据德才的不同程度委以其不同的重任。量才用人既保证了精英循环通道的畅通，也树立了正确的社会

价值取向[3]。同时荀子创造性地指出，严格的人才考核机制是人才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奖罚分明的考核

评价制度使得建立廉政清明的人才队伍成为可能。 

2.4. 明分使群 

“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荀子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能群”，认识

到个人的成就需要依附于既定群体的整体发展是个体在道德层面成熟的标志。 
“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国》)。”荀子承认个体在智

商与体力等方面的差别，即任何独立个体不可能同时兼有所有技能，因而人们只能分工合作。而“分”

的实质在于承认社会等级存在差别，在对社会等级进行区分的同时，劳动的分工逐渐细化，形成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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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基础，从而促进一国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万物“各得其宣”，“分”使社会形成不同的阶层与群体，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群)的基础。荀子巧妙

运用由“分”到“群”的运行逻辑，独创性地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认为要建立一个好的社

会秩序，就必须在“礼义”的基础上，对人群进行分类，构建等级明确的社会阶层，形成合理清晰的社

会分工，这样才能让各个群体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达到“群居和一”的目的，

为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奠定基础。 

3. 荀子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

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
荀子在战国中后期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思想直至当下也闪烁着理性的光辉。隆礼重法启示德法兼治，足国裕

民弘扬共同富裕，尚贤使能指向人才强国，明分使群助推和谐社会建设。我们应取其精华，凝练出其学说

中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部分，进行创造性发展与转化，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3.1. 隆礼重法与德法兼治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对诸子学说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中，基于对人性本恶的基

本判断，提出了以明德慎罚为特色的“隆礼重法”主张。荀子不仅肯定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其思想中还

蕴含着崇尚法治的萌芽，他认为礼治与法治做到统一与互动才是真正的“善治”。 
“隆礼重法”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德法兼治观拥有相同的价值内涵，二者都是为了提升国家整体

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的德法兼治观理论内涵丰富、实践关切深广、价值归旨鲜明，是当代中国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所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 
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的诉求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某些传统思

想仍旧根深蒂固，适应新形势的思想亟待完善，社会各部分的改革与治理都进入了攻坚期。在国家治理

面临着更大挑战的当下，弘扬德法兼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确立以德治国思想。当今中国社会的

确还存在“高调炫富”、“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为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是建设文明社会的第一选择。与此同时，在充分理解人性复杂性的基础上，加强法制建设，贯彻依法

治国原则，有利于有效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执法必严的前提下，保证法律之绝对权威，加强全民的

道德教育，如此才能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2. 足国裕民与共同富裕 

荀子“足国裕民”的经济理念中，“下富而上富”的社会稳定理论、“维齐非齐”的分配思想等在

今天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积极借鉴其经济思想有利于帮助我们突破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 
其中，强调以裕民推动足国，让利于民的思想与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的理想目标都

是为了让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民富则国富，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就

必须做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着力落实乡村振兴政策，保障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促

进教育、文化、交通等方面的互惠互通。除此之外，重视科技创新和专业化带来的产品创新，提高人类

总体劳动复杂程度，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维齐非齐”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的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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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理念的全新诠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

广大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目前生产力状况下，从“非齐”走向“齐”，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推动

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必由之路[5]。 

3.3. 尚贤使能与人才强国 

在荀子生活的年代，诸侯称霸，战火不断，各诸侯国为了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广纳天下贤才。贤

才不问出处，只要有“德”与“才”，就会被重用，这也是诸如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周游列国的

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时代，人才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把人才聚集起来，使其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

智，也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习总书记提出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用人理念具

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也是荀子“尚贤使能”思想在 21 世纪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 
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为建设人才强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

速向人才强国的转型，对国内外的人才资源进行统筹开发和利用，构建具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

优势，这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3.4. 明分使群与和谐社会建设 

荀子思想中的精华，“明分使群”思想，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维护阶级统治之意，但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明分使群”思想对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仍有深邃的借鉴价值。 
“明分使群”思想的核心是以分实现群，“明分”启示我们加强社会治理体系的分层次建设，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注重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治理方略的研究、探索，着力构建

多元性、多层次的治理体系[6]。 
“群居和一”思想的内涵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协调

一致。和谐二字，表面看似简单，实则蕴含诸多，从字面意义解释，“和”是指有禾入口，“谐”指人

皆可言。从深层内涵剖析，“和谐”包括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共生、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和谐等[1]。“明

分使群”的治理思想与当代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不谋而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有利于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有序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 

4. 结语 

荀子作为先秦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家巨匠，他的治国理念以“礼”的脉脉温暖来安抚人心，用“法”

的绝对命令来规范社会秩序。作为荀子社会治理思想核心的礼法兼备的治理理念与当今中国提倡德法兼

治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其足国裕民、尚贤使能、明分使群等系列思想又与当今中国正在实施的共同富

裕、人才强国、和谐社会建设等系列国策不谋而合。 
当然，受制于时代的局限，荀子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不乏争议之处。因此，在对待荀子国家治理思想

问题上，需要我们在鉴别中学习、在扬弃中继承，挖掘其有益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精华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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