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韓非子難篇研究》為民國七十七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升等論文，乃增定一版，

增補「輯餘」〈難勢〉、〈說難〉、〈難言〉三篇析論。一九九七年（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學生書

局增訂再版二刷，曾加附副題為：《韓非子難篇研究──韓非子的辯論術》。

《韓非子難篇研究》旨在辨析研討〈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四篇的種種議題。

韓非子創發辯難體式的議論文，以《難篇》最能具體展現。大抵先援引古文古事，再以法家思

想辯難論述。本文就各篇各節題旨分列法論、術論、勢論，先考證引述資料，探析原義，再剖

析其論難文字，歸納評述，進而引證比較，並作其他篇章的貫串繫聯，兼及後代論評的追踪探

索。《難篇》研究足見：辯難議論文的創始，亦可作為訓詁校讎的參證，其法家思想的闡發頗

多精采，而寫作章法的巧妙，明代以來士子多有讚譽，本研究亦多所著墨。

本論文增訂「輯餘」三篇，皆有「難」字。「難」有二讀，〈難勢〉和《難篇》都讀去聲，

是辯駁論難之意，〈難勢〉是有關威勢統治的重要辯論文章；〈說難〉、〈難言〉的「難」讀平聲，

即困難之意。前者解說遊說諫諍之艱難，後者感慨畏罪難於進言的苦況。三篇體例各殊，並讀

會觀，可以從各個面向詮解韓非子其人其文的論辯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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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名為《韓非子難篇研究》，是選取《韓非子》〈難一〉、〈難二〉、〈難

三〉、〈難四〉等四篇援引古事以發揮法家學說的辯難文章，細加剖析探究。

《難篇》體例特殊，短峭明快。就闡述的義理推敲，是精采的法家政論；從

援引的事例衡量，是豐富的史料掌故；由論難批駁的筆法品賞，是高妙的翻

案文章；以批判前人的斷語揣度，是主觀的歷史論評。這是令人不能不珍惜

的學術瑰寶。 

筆者繼《韓非子思想體系》、〈韓非子難勢篇的幾個論點〉、《韓非子喻老

篇析論》、《韓非解老喻老研究》、《國家的秩序――韓非子》之後，再度以《韓

非子》為研究對象，實因為一般論議，多就整體思想約略褒貶，《難篇》富涵

的各項足資探究的素材一直未有人做全盤的整理。區區之心，細察韓非子的

時代背景及國情身世，深知其人關顧現實，意在救亡圖存，其學說實具振衰

起敝的效用，勇於創新，能言人之所未能言，自有其完整思想體系；為因應

急世之需，不免近求功利，忽視人文，重視法治而罔顧教化。然而兩千多年

來，士人捧讀，珍為帳中祕，必有其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素貞不揣愚

陋，試就《難篇》闡發的精粹法家言，及呈現的辯難體裁議論文，推原究委，

剖析其得失利弊，並略作展望。深喜其思慮之密，論辯之奇，義理詞章，真

可以益人意智，長人慧巧。 

本書先以導論略述《韓非子》學說的重要性及特色，《難篇》的研究價值

與研究方向。正文分三輯，以《韓非子》的政治思想法、術、勢分列；最後

結論，歸納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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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中》，以「難」字名篇的，除了《難篇》――〈難一〉、〈難二〉、

〈難三〉、〈難四〉之外，尚有〈難勢篇〉，是有關威勢統治的辯難文章；另有

〈說難篇〉、〈難言篇〉，前者解說遊說諫諍之艱難，後者感慨畏罪難於進言的

苦況。三篇體例各殊，與《難篇》截然相異。但〈難勢篇〉是《韓非子》重

要論勢文章，所提「人設之勢」寓含設立永久法的深心；「中主抱法處勢」之

說，頗有彌縫人治「人亡政息」缺失的構想。〈說難篇〉剖析之細，設想之周，

舉例之切，堪稱古文圭臬；文中反映戰國政壇，人君之跋扈，遊士求仕之艱

辛，足供研治古史的借鏡；而提示諫說終極目標，可見法家積極進取，又不

失輔弼諫諍的崇高理想。〈難言篇〉略嫌駁雜，議論排比及連串舉證，則相當

特殊。茲別為「輯餘」，取並讀會觀之意。 

個人才思有限，蒐羅論議，難免有不盡周妥之處，但願博雅賢達，有所

教正。 

七十七年二月  張素貞  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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