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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先秦儒家对于礼的认识当中，荀子的礼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荀子对于礼的起源与性

质的思考是独特的，是对礼之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正当性的回答。荀子对于礼的起源的回答是根据人性论

和“礼之三本”论做出回答的，分别从人性中的性恶和“礼之三本”中的超越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来认

识礼的来源；对于礼的性质则注重于从宗教性、伦理性和政治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荀子对于礼的起源

的追问，是为了论证礼的合理性，最终的目的是证明人不可须臾离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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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e-Qi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Xunzi’s thought 
of etiquette w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Xunzi’s thinking about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rites 
is unique and an answer to the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existence of rites. Xunzi’s answer to 
the origin of rites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Three books of rites”, from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transcendence, history and society of the three books, respectively, and fo-
cuses on religion, ethics and politics. Xunzi’s inquiry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ritual is to demon-
str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eremony, and the ultimate purpose is to prove that people must not 
leave the ceremony for a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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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礼”在中国历史上，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是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关键手段之一。因为“礼”

是夏商周三代政治的重要管理手段，对后世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礼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一

定的历史性、社会性。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荀子言礼，重新解释礼的起源，既与荀子所处时代的种种

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之迅速扩大，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血缘世袭制度有密切

之关联。荀子重视礼的起源，他的思想认识超越了孔孟对于礼的起源的思考，孔孟只是遵循以往对于礼

之基础的说法而有所损益而已，到了荀子时，以往的以血缘世袭的宗法制为纽带所保存的礼已经达到崩

溃的地步，因此必须对礼的起源有一重新的认识，从而重新振兴和恢复礼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礼”

表现为一种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其本质特点是维护国家的统治，保障社会的和谐与安宁。荀子吸收以

儒家和法家为主体的先秦诸子的思想，其对于“礼”的阐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主要从其论礼的来

源和性质上来考究，认识其对于礼学的更新及其价值。 

2. 荀子论礼的起源 

2.1. 礼的人性论来源 

1) 天人相分 
在先秦时期，礼学的权威是靠天、帝给予的，可是随着神学的衰微，礼的权威逐渐丧失，于是荀子

的礼学起于关于天的自然化解释以及在此之上的“明于天人之分”1，隔断天人交通，在人自身所处的社

会中为礼寻找根据。荀子对于孔子、孟子所力挺的以“义理之天”(“德性之天”)为核心的天论，进行了

消解，不再认同礼源于天。相反，荀子在礼的发生根据上看到天的权威性的落寞，从而致力于对天人关

系的探讨。荀子所肯认的“天”乃是“自然之天”，荀子想要说明的是，天不再是主宰一切的神圣的存

在，要去拨开这一迷雾，看到人的存在，发现人的力量，树立起人的形象。荀子认为“自然之天”的运

动变化遵循其固定不易的客观法则，绝不依凭人的意志与德性而有所转移，论证出天的自然性和天人相

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远”2，体

现出自然界有其运行的规律，不会因为尧是贤能的君主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的暴虐而消失，体现出天

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荀子由此得出，社会的安定和混乱不是由天决定的，相反是具有内在的

发展规律的。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天”不再含有任何的道德秩序的意义，即是荀子把原本

被看作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之根源的“天”排挤出了“人”的世界，于是荀子便需要为人所处的世界寻

找秩序本身，礼便由此而产生，成为管理社会主体的人的秩序。 

Open Access

 

 

1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39~251 页。 
2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39~251 页。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8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安菊 
 

 

DOI: 10.12677/acpp.2022.115181 1050 哲学进展 
 

2) 养欲制乱 
《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

而长。是礼义之所起也。”3对于礼的来源进行回答，人生下来就是有欲望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不

断追求，如果追求没有度量分界，就会产生争夺和纷乱。先王憎恶这种纷乱，就制定礼来加以规范，养

护人们的欲望，恰当的满足人们的追求，使得欲物能够相协调，解决物、欲之间不平等的矛盾，使得物、

欲分配和获得能相互融洽，促进社会的和谐规范，这便是礼兴起的原因。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礼义之道，

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4 在此荀子论述了人的本性中存在恶的方面，若依从这些本性，

则会毁坏社会的文理法度，产生暴乱的局面，所以荀子认为需要教化人类和建立秩序，让礼义之道存在

并规范社会的治理。荀子之所以对人性中恶的性质进行阐发，目的是要论证出礼作为外在规范的必要性。

“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5指出人没有对礼义的认识，则会相悖于社会产生混乱。可见“礼”作

为社会的规范，是对于人的本性的教化，使得人民能够在“礼”的教化下，皆有善心善行。“礼”之于

个人和社会有着不可比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礼”是先王、诸侯治国之道，“礼”能够矫饰人性，涵

养人欲，规范人的行为去建立社会秩序。 
荀子在这里论述了“礼”的来源的线索是欲–求–争–乱、由乱而生礼。荀子的礼的来源是“人生

而有欲”，这里的欲是先于“礼”而存在的，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够克制和规范

欲望，突出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去维护社会的和谐。“养人之欲，给人以求”6，则彰显出礼的调节功能，

旨在强调礼能够涵养人的欲望，帮助满足人的欲望，又能去合理的节制我们的欲望，制止恶的产生和社

会混乱。合理满足人的欲望，是礼产生和存在的前提。礼产生的目的不是要压制、消灭人的欲望，而是

要适当的调节涵养人的欲望，抑制恶的产生。在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满足人们的欲望，

是礼得以产生的基础。 

2.2. 礼的超越性来源 

《说文解字》解释“礼”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指明礼本是祀神祈福的仪式规则，

所以历来学者都赞同“礼”源自“事神致福”的宗教活动。礼最初的形上根据是帝、是天，天地的至高

无上性给予礼绝对的权威，神学的宗教式的礼是礼起初的来源。礼在此是天的意志的凸显，也是圣王的

意志的传达，是一种和谐社会下对于权威性的服从。这里对于礼的论述是先秦时期的礼学的最主要的来

源论述，作为一种伦理架构而存在于世。在夏、商、周时期，各种礼义规范都已制度化、规范化，甚至

超越具体事物而抽象化。《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里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是故为礼以奉之。”7子产想表达的是人类诸种具体礼仪制度皆是效法天地之“经”而制定出来的，称礼

属于人们必须遵奉的天经地义的行为法则，揭示出礼至上的地位和礼具有的强制力量，也体现出礼具有

一定的超越性，不仅仅局限于社会这一大框架之中作为社会发展而存在。 
不论是在“礼”之起源、目的或“礼”之作用上荀子都强化“礼”作为天地人所循而具有的权威性，

《礼论》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

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军师，是礼之三本也。”8 此段概括起来可以理解为礼义有三个根本的方面：

天地是生存的根本；先祖是延续种族的根本；君长和老师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体现出天地是生养之本，

 

 

3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74~301 页。 
4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353 页。 
5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353 页。 
6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74~301 页。 
7左丘明：《春秋左转集解》，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 年，第 764~767 页。 
8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11~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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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是族类之本，君师是治理之本。在这“三本”中，“先祖、君师”是礼产生和存在的人道根据，而

“天地”则是属于天道意义上的“本”，即是天道根据。此处的天不是实体的存在的天地，而是天地运

行的法则、规律。这里的天地是人类的父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荀子说：“君臣、父子、兄弟、始则

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事同久，夫是之谓为大本”9，“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

有制”10，体现出人间之礼是对天地运行法则的效仿，是天道在人间的落实贯彻，因此荀子将礼看作是天

地自然运行在现实社会人生中具体而真实的呈现，体现出了礼的超越性来源。 

2.3. 礼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来源 

《礼论》中“礼有三本”说分别从人类的生存、族类的繁衍、群体社会的运作三个方面无一遗漏地

概括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以及基础。“礼之三本”的第一本“天地”在上面的内容中已经提及，

是指人类的生存延绵，生存的根本；先祖则是指我们的血缘系统，是种族的繁衍；君师是指我们的社会

群体性组织。“礼者，人道之极也。”从一般层面上揭示礼的属人性，礼是人道而非天道和地道。作为

人道的礼，涉及的有家庭、政治、社会三个领域。 
礼是先祖创制的成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积累的文化结晶。“礼之三本”中的第二本“先祖”，荀

子所说：“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人类之所以能繁衍生息至今，是需要先祖的教化指

导的，没有先祖，人类无法生存和延续，也不可能有博大精深的各种文化宗教及哲学系统。因此礼的具

体内容是承继而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具有客观经验性的，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是必要的。 
在荀子“礼之三本”中的“君师”，也是礼产生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荀氏的礼学理论中，圣人先王

是礼的制定者。礼本无有，古者圣王鉴于人之欲望无度而致乱，“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

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11。可见，首先君王在礼制体系中处于崇高的地位。其次，君王是

礼制的根本。“君师”为“礼之三本”之一：社会国家治理之本。君师是礼义的解释者和传播者。所谓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12 再者，君王是

礼义制度的实施者。所谓“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13。“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14

概述而言，君王是礼制和礼治的核心纽结和关键环节，占据不可估量的位置。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先王是礼义产生的社会性根据，“圣人制礼”是礼的社会性

来源。圣人对于礼的建构是在礼与人性、礼与群相关联的前提下，由原来的天和帝给予的权威性，落实

到社会之中而实现的。通过“圣人制礼”，对祭祀活动的庄严和重视，彰显了社会对于“礼”的三个本

源的敬重，维护“礼”的尊严。礼的来源产生于社会，也要服务于社会。礼制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社会的发展成就礼制的存在，二者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体现出荀子礼的建构是具有来源根据的，

是合理的存在。礼在人伦关系上，表现为人们必须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15 的社会政

治和血缘伦理。即君臣要做到“以礼分施，均遍而偏”和“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父子要做到“宽

惠而有礼”、“敬爱而致文”；兄弟要做到“慈爱而兄友”、“敬诎而不苟”；夫妇要做到“致功而不

流，致临而有辨”和“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16。 
总的来说，荀子对于礼的起源问题，从属天和属人两个维度展开，“礼”的起源从“天经地义”到

 

 

9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38~161 页。 
10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38~161 页。 
11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353 页。 
12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3~23 页。 
13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38~161 页。 
14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11~137 页。 
15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11~137 页。 
16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88~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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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客观现实进行考究，系统呈现“礼”学思想得以发挥和形成的各个重要因素。对于礼

学的发生来源，首先是从社会现实存在的人的本性上来论述的，因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时代发展的根

据和动力，因此只有充分认识人性，才能够致力于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和发展，才能使得礼的存在具

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是从“礼之三本”中的超越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来认识礼的产生根

据，是对礼之所以存在的论述，表达出礼存在的必然性。只有建构起礼学产生的理论根据，才能为礼

学奠定发展的基础。礼学是建构在人性认识以及本源上的超越性、历史性、社会性的意识，是一种行

为指导的规范体系。礼学体系的存在，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治理的手段，是社会延续向前的

目的。 

3. 礼的性质 

3.1. 礼的宗教性 

许慎《说文解字》记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表明礼是一种祭祀方式，并且与宗教

有关，是需要人们切实遵守的。夏商时人们服从天命，致力于鬼神，但是夏、商、周的朝代更替，使得

人们重新审视天命，故而周公有“敬德保民”的思想。礼本是祀神祈福的仪式规则，所以历来学者都赞

同“礼”源自“事神致福”的宗教活动，神学的宗教式的礼是礼起初的来源，也不可避免的使得礼的性

质具有宗教性。 
《礼论》中对于丧礼的论述占据一定的篇幅，体现出丧礼的地位，也是礼的精神的集中体现。《礼

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具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

始而慎终。始终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17 对于生死的敬重乃是对于生命和人道的敬重，始

终如一才是君子之道，是合乎礼义的。“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荀子认为

对于死亡的敬重需要丧礼来体现，这是对于生者的心术的塑造，是我们对于死者的一种哀悼，是我们死

亡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可。荀子将丧礼分为三个阶段：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变化的是生命的死

亡，修饰是对于死者而言的，平的是对于死亡的接受。在人死之后，并不着急埋掉，而是在死亡之后的

第二天入殡，三天之后才正式发布讣告，三个月之后才可以下葬。礼对于丧葬的各种规定，表达的就是

对于死亡者的留恋，也是生者对于死亡的逐渐接受。 
荀子也重视祭祀活动。“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治之本也。”荀

子认为天地，先祖，君师是礼的本源，因此很多的祭祀活动都是表示对于天地、先祖、君师的尊敬和爱

慕之情。所谓“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从祭祀的意义上来讲，也就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所

一直尊奉敬仰的天、地、君、亲、师。因“三本”具有宗教意义和祭祀意义，所有祭天、祭祖、尊君也

就自然而然的被纳入礼乐制度中。在礼中，“事天”、“事地”、“尊先祖”的思想主要通过祭祀仪式

表现出来。王者、诸侯、士大夫祭祀天地先祖时有等级之别，需要做到“贵本而亲用”，达到于天地、

远古相合一的境界，是一种崇高深远的精神境界。“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

姓以为神”君子把这些祭祀活动看作一种文饰活动，而老百姓则认为是神秘的超验力量的存在。祭祀活

动更多的是抚慰祭祀者的心灵，是我们对于天地、先祖、君师的思念，表达我们的崇敬之心。祭祀天地

先祖是一种宗教性的活动，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信仰秩序，是一种关于生存意义上的精神信仰。荀子把超

世性的天地先祖和现世性的君师并列，共同作为礼的本源，体现出祭祀宗教秩序与现世政治秩序的融合。

荀子的礼不仅仅只是世俗的工具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价值指导。礼作为一种宗教秩序，在自

然文化体系中也就成为最神圣的组成部分，能够用精神信仰的手段确保礼对于人的外在教化，有效的为

社会和谐发挥作用。 

 

 

17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74~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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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礼的伦理性 

礼作为“身之本”，是人伦之至和道德之极。荀子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礼，对于个人来

说，它是日常行为规范，是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上下齐礼则和顺有亲。荀子的礼提出人性论的来

源，主张养欲制恶，即是明确我们各自分有职分，不逾矩。我们不应该由欲望所支配，要能够达到自我

涵养、修习自身，符合社会礼义秩序、纲常伦理，发散出礼具有的伦理性，促进社会的和谐。 
荀子礼的伦理性体现在礼中具有的“分”义和礼乐结合的规范性。首先，荀子的礼学发展是在人类

社会这一群体之中产生的，而“分”是人类构筑和谐而有序的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分”之所以能够

确立是因为“礼义”的存在。“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表明荀子的礼学思想注重的社会群

体性，主要就是注重人的“分”即注重“别”，作为一种规范和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的和谐[1]。 
其次，荀子在礼与乐融合下的伦理规范性。《乐论》中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说明乐是人喜悦和欢乐的感情的反映，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荀子的视野中，

礼、乐相互融合是礼的伦理性的根据之一：一方面礼规定社会等级，是处理社会之中人与人关系的基本

准则，是处理阶级关系和一般关系的根本原则，从而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乐是协

调君臣、父子、兄弟、长少等关系的最佳方式，“可以和亲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可以溶解君臣上下的

矛盾对立”18，乐源于人性需求，是人性的化育，即是说乐本源于人性。乐具有调和的特性，具有教化的

作用，体现为内在的情感如喜悦和快乐感情的反映，化育人的心灵和精神。礼乐相伴而生，皆是根源于

人性，在作用的发挥上却存在不同的趋向：“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19 
礼是通过外在的定名、别分、使群的教化作用来实现其价值和功能的；乐则是靠内在的教化来体现

的，有助于强化礼的教化作用。“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20

说明乐能够深入地养育人心、教化人性、和顺人群，从根本上优化和改变民风民俗。乐是内在的性情的

教化和引导，相较于礼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性，乐是较为柔和内化的形式；“调和，乐也”21。荀子礼与乐

的融合可以看作是一种文教的手段，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的要求，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价值的引导和教化，

对人的道德品格和思想境界进行自觉的提高和改善。礼乐的教化下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有

利于维维护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发展是在群体效应之中产生的，如果不存在群体的向度，那么礼义的规范便不具有价值。

“礼义”一方面代表了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又能“养人之欲，给人以求”，说明公共利益和

个体权利是同步发展的，群体与个体是一种调和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而待之。

“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22 表明礼通过“分”：分

工、分配制度、等级划分，把社会的“多欲”限制在一定的“度量分界”之中，礼通过“分”从而给每

个等级的人们提供不同的欲求活动范围。“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

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惠而有礼。”23说明无论是谁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职分，

而名分及职分的制度化原则便是礼。 
“礼义”给人类个体设置规范化的等级明分，规定物质的标准与界限，是合乎理智的必然选择。合

乎礼义便是“治”，荀子所要达到的“群居合一”即是社会和谐不混乱的局面。可见之所以要明分使群，

 

 

18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60 页。 
19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3~23 页。 
20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302~313 页。 
21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302~313 页。 
22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74~301 页。 
23阮元教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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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只有维护好社会的个别群体的职分，才能够维护好等级秩序的规范，达到群居和一的境界。如若

不然，整个社会则会陷入混乱之中，出现“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人有失合之忧，

而又争色之祸矣”24。礼是等级性存在，乐是和谐性存在。礼分辨人群，乐合同人群[2]。 

3.3. 礼的政治性 

荀子礼对于国家来说，它是社会治理的依据，是“国之命”，是治辨之极、强国之本和功名之总，

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准则。作为“国之命”，是立国之本和政纲纪要。“礼之三本”中的君师和先祖即是

礼的制定者，是礼得以产生的根据，是为了社会的治理和发展而产生的，也因君师和先祖的角色和地位，

使得礼具有政治指导性。荀子礼因为要服务于其所处的社会，社会治理性就要求荀子的礼需要结合法家

的思想，有助于礼的发用更有效和完善。 
荀子的礼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不是单纯的礼仪规范，而是揉合法家思想的“礼”。“礼者，法之

大分，类之纲纪也。”25 意思是《礼经》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此时的法作为一种手段去实

现礼这一目的，法是治国的具体手段，也是礼的具体展开和实现方式。荀子“隆礼重法”、“礼义生而

制法度”，体现出“礼”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法作为礼的辅助手段，法

以礼为根据、纲领和指导原则[3]。 
作为最普遍的社会规范，礼在国家形成之初就涵盖法或者刑的范围。礼是温和的，主要通过教育感化

的方式，属于道德层面，而法是暴力的，主要通过强制的方式，属于客观的法律层面。因荀子所处的战国

末期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所以必须要使用适当的法律和刑法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这便是荀子“隆礼

重法”的原因，也使得荀子礼学思想具有法的意蕴性质。荀子的礼治是以儒家的的德治为主，但是德治则

在于维护道德的自觉性，从而在实际操作中便不具有有效性，于是才需要法的强制性来维护礼的完满实现，

所以荀子的礼制思想就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自律与他律的结合。“隆礼至法则国有常”26，在荀子看来

礼法结合，国家才有的治理。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即体现出治国之道是礼和法。荀子首先援礼入法，从法律维度诠释礼、解读

礼，使本来具有法律功能且宰制法律的礼本身成为一种类似法的存在；其次即是荀子礼法连用、合礼法

为一体，将“礼法”理解为不可须臾分离的特殊范畴。例如杨荣国先生说，荀子言礼“荀子言礼具有‘法’
的意味”，荀子“言‘礼’即是言‘法’，言‘法’即是言‘礼’，两者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的两种

说法。”27 
“治之经，礼与刑”则表达出礼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规定不同等级的贵族间的权利

与义务；法主要用以处理统治阶级的外部矛盾，惩罚危害统治的不服从管理的民众。总的来说，荀子援

法入礼、礼法并重思想的展开不仅是对法家思想的极大包容，也为儒家的“新生”铺就了一条出路，是

儒家从容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所要实现的自我转化。 

4. 结语 

荀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礼学思想是对先秦礼学思潮的扬弃与总结。对于荀子礼学思想的

认识不免要考察其深远的时代背景，认识并了解礼的来源，还要明晰礼具有的性质和作用，看到礼的变

化与发展。礼学起源于宗教祭祀，起初是国家的宗法伦理制度，先秦时期的礼学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附

属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居于主要的地位。相反，荀子的礼学思想因其所属的战国时代而

 

 

24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38~161 页。 
25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74~301 页。 
26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88~207 页。 
27荀子：《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88~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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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性和与时俱进性。因为经历了战国末期的国家战乱后，人民疲乏并迫切需要统一，都渴望能够

过上和谐稳定的生活，于是先秦时期的伦理道德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促进了荀子的礼的产生。

荀子礼产生后，作为政治制度具有宗教性、伦理性和政治性的性质，在内容上不再类似于荀子前期的礼：

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指导思想，从而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获得发展的潜力。 
荀子的礼学作为社会群体下的指导原则，需要具有不可违抗的力量，去实施并完成现实的指令；需

要有明确人民的等级职分，人民才能够获得自身的定位，人们只有在礼的指导下，正确看待自我欲望，

满足自我欲望，才不会导致社会出现混乱。社会中出现物欲不平衡的情况时，需要用法的作用去辅助，

用外在的力量去规范和管理，强化礼的外在规范性，从而迅速有效地整理混乱的社会秩序。由此看来，

荀子礼的思想涵盖的不仅有儒家的仁的价值指引，还有法家的外在强制性。因此，荀子的礼学思想是德

治与法治的结合，也是人的主体性和外在客观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于是礼便具有更浓烈的政治气息，能

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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