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作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面對戰國末期的政治現實，繼承和發展了老子關於

「道」的哲學思想，以「道」論及趨利避害的人性好利論和歷史進化觀作為其哲學基礎，提

出了法、術、勢結合的法治論。本書通過對其「道」論中「道」、「德」、「理」等基本範疇的分

析，闡明了「道」在韓非思想體系中的意義及其邏輯展開，進而探討並指出了其法治論的內在

缺陷及其積極影響，以期提供一個重新審視韓非哲學思想的視角和途徑。

本書由七章構成：

第一章交代了韓非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發生重大社會變革的時期，

是社會大動盪、政治大轉折、經濟大變革、文化大繁榮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這一時期使中國社會產生了劇烈震盪，其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發展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諸如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世族世官制、禮制等都經歷了巨大衝擊。

第二章主要介紹了韓非和《韓非子》的相關研究狀況。從身世、求學經歷以及使秦的外交

活動來簡介韓非生平；從名稱的變遷、篇目的真僞認定、篇目卷數和版本等瞭解《韓非子》，並

就其思想的古今研究現狀做了梳理。

第三章從先秦道家、儒家、稷下黃老之道的發展大背景出發，闡述韓非之道的歷史演變。

比較而言，先秦道家的「道」論是側重於天道，重視「道」的客觀普遍性而輕視人的主體性；

儒家的「道」論是側重於人道，重視闡發「道」的人倫涵義；稷下黃老的「道」則由天道推演

人道，援道入法，道法結合，重視「道」的現實政治功效。它們為韓非的「道」論提供了豐厚

的思想資源。

第四章分析了韓非哲學中「道」、「德」、「理」、「性」、「情」等基本範疇的意義。韓非繼承

和發展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對老子「自然之道」進行了改造，使之轉化為「必然之道」。「德」

是指人的精神境界，神不淫於外物而安於自身就是「德」。「德」與「道」的聯繫本質上是一種

精神聯繫，「德」是人在精神上守「道」，並表現於行動上循「道」而為。「理」是作為萬物之所

然的「道」聯繫萬物的中介，是某物之所以成為某物的條理和規則，其與「道」的關係可以被

理解為宇宙間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關係。「德」與「理」的聯繫也是一種精神聯繫，「德」

是為了精神上跟「道」保持一致而審察事物之「理」。「性」是指作為一個基本事實存在著的人

之好利惡害的自然傾向，「情」是指這種自然傾向的具體表現。韓非主張「以法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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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對君、道關係做了辨析，進而分析了韓非政治理想中的「明君」形象。從老子開始，

先秦諸子往往將天道與人君相比附，韓非亦然。在韓非看來，人類社會「君不同於群臣」的等

級秩序，根本依據就在於「道不同於萬物」的自然秩序。他從道與萬物的一多關係充分論證了

君臣之間尊卑貴賤的合理性，認為君主相對於臣民的尊貴地位，就類同於「道」相對於「萬物」

的關係。

第六章重點闡明道、法之結合演進過程。「道」與「法」的關係，在先秦經過了由「道生法」

到「因道全法」的發展過程。「道生法」既為「法」提供了合理性依據，同時通過「法」

也體現了「道」的社會性。韓非認為，法必須「因道」而立，才能從「道」那裏得到各種完美

的屬性。所謂「因道全法」，是得「道」之君「因人之情」而制「法」，然後用「法」來管理

人民，使人民覺得「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關乎己，而不在乎人」，從而對君

主無怨惡之心，由此達致「無為而治」。

第七章探討和分析了韓非的法治論。韓非法治論是以人性好利作為其出發點，主張君主治

國應該抱法、用術、處勢；無書簡之文，棄倫常之禮，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刑去刑，嚴刑

重罰；君主要集權，獨斷。其法治論乃一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設計，唯其缺乏仁義教化和權力的

合法化說明而備受指責。

餘論部分簡要回顧了「道」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發展路徑，並對本書的主要內容作了歸納

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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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剛博士是蘇州大學 2009 屆畢業生，作為他的博士生導師，我對他在

學期間的學習表現有較深入的瞭解，他勤奮好學，學風端正，治學認真，刻

苦鑽研，在我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韓非道論思想研究》，是國內外韓

非子學術研究領域的一項新成果，曾獲得了同行評議專家的普遍好評和答辯

委員會的一致肯定。畢業後，劉小剛對韓非思想繼續進行深化性研究，並發

表了《明君之道──韓非君主論思想研究》（《管子學刊》2010 年第 1 期）等

一系列論文，在此基礎上對其博士論文略加修改而成此書。 
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但在所謂「十家九流」的諸多學

派中，其實只有儒、墨、兵、道、法五家影響較為重大，而墨家在秦漢以後

就逐漸走向衰落且長期湮沒不著，兵家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則主要局限在軍

事領域，其歷史影響的時空範圍均不可與儒、道、法同日而語。其三家中，

儒、道的影響自不待言，僅就法家來說，它在當時引領各國變法，其現實影

響力實際超過儒、道；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所建立的那套以皇權為核心的郡

縣制帝國政治體系，其理論根據是法家提供的，其歷史根據則是來自商鞅變

法以來法家政治理念在秦國的具體實踐，秦朝覆亡後，後人對所謂秦朝暴政

多有抨擊，尤其是自以為繼承了先秦儒家道統的學者、思想家，幾乎個個都

把秦朝當作後世治國者的一個反面教材來予以評說，可是，秦始皇所開創和

確立的那套郡縣制帝國政治體系，卻事實上是作為一種政治衣缽代代相傳，

直至清朝滅亡而未曾發生過任何實質性變化，乃至於可以且足有理由說，自

秦至清長達兩千一百餘年的郡縣制帝國歷史，本質上不過是先秦法家政治理

想持續恒久的具體實踐過程。正是通過這種國家政治實踐形式，法家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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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對中國社會產生著幾乎是全方位的影響，只是歷來都鮮有人提及特別

是崇儒者一般都不願提及這種影響罷了。 
法家對傳統的郡縣制帝國社會的影響是如此持久、全面而深刻，以至於

可以說，不瞭解法家的思想，簡直就無法真正理解這兩千餘年的郡縣制帝國

歷史。而韓非作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實非僅僅集其一家之大成。

他和李斯均曾投大儒荀卿門下，而荀卿曾作《非十二子》，以此足顯其學博思

廣，韓、李受其益必多且深，而韓尤不似李直接參與現實政治事務，而是既

關心現實政治又疏離於現實政治，而一心從事聯繫實際的學術研究，其學術

思想之精深又遠非李所可比。《解老》《喻老》二篇更其表明，司馬遷所評韓

非之學「歸本於黃老」之言乃非虛言。從老學或道學發展史角度看，韓非之

學實是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他在哲學上豐富了老子以「道」「德」為

基本範疇的原道學，將其發展為以「道」「德」「理」為基本範疇的新道學，

這種新道學可以被理解為從老子原道學到王弼新道學（正始玄學）的一個中

間環節或過渡環節──「理」在王弼哲學範疇體系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參見拙文：《王弼哲學諸範疇之研究》，載拙著《哲學與文化研究》，江蘇人

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所以，從學術史和思想史角度來看，韓非並不只是一

位法家人物，他在儒學發展史和道學發展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劉小剛此書

主要是從道學發展史角度來研究韓非思想的，書中著重分析了韓非新道學中

「道」「德」「理」等基本範疇，為重新審視韓非哲學思想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新途徑。 
劉小剛不僅勤奮好學，也有較好的哲學悟性，我對其科研能力和發展潛

力抱有信心，對其學術研究的發展前景充滿期待。我希望小剛以更廣闊的視

野繼續深化對韓非的研究──韓非是值得一個國學研究者終身研究的一個課

題。 

 
 
 

周可真 
2015 年十月五日書於蘇州大學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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