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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崇懷唐崇懷唐崇懷唐崇懷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國際神學研究院院長國際神學研究院院長國際神學研究院院長國際神學研究院院長) 

儒家荀子乃先秦諸子中棄孟子之人性善論取人性惡論鴻儒，堪稱為先秦思想集大成

者之一。荀子乃戰國末趙人，曾殷切寄望齊國能調動友鄰諸侯以制秦楚，故躋身事齊，

承齊王授予「列大夫」之尊。無奈齊王黷武、庸碌，又有奸臣讒言中傷，被迫離齊以適

楚，事春申君，受封蘭陵令。蓬居楚間，又因小人譭謗而辭返鄉里。後雖為趙成王賞識

封為上卿，畢竟 因趙弱而無以發揮。最後，隨反儒者慣例而入秦，未受重用而憂死蘭

陵。荀子一生甚不得志，留《荀子》一書乃政學大全，成後人教育指南，貢獻遠倪。 

荀子教育方針，大略專致力於育有儒者風格之士，兼治國才能之君， 乃成眾望所

歸聖人。 他的教育目的就是要為國家、社稷、官場提供治國精英，影響了國人教育方針

和制度劇深。荀子《修身篇》力促好法而行之士；篤志而體治君子；齊明而不竭之聖 

人。續謂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

溫然。本文以基督教的立場，就荀子的士、君、聖人之三層進階的理想論說，作些淺

評，供同道思考。 

一、            荀子的士、君、聖人 

１. 好法而行的「士」    

 「士」依荀子論為最基層之人才標準。「士—好法而行者」[1]。 為士

者，「上能尊君，下能愛民」，乃基層官吏本有才德。荀子論「士」 之說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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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莊子之取自然以寓道，而重視自然理則以悟理。是故，荀子特別注重假物治

學，兼陳仲衡以去蔽，免得「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其天論篇特強調觀天悟 

道，依理而行，故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

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下不能病；

修道而不貳，則天下不能禍」。這些觀天之法，是士的最起碼知識。士若能好

禮法又能全面性的看問題來解除蔽障，免得思維被事物之片面所限而蓋全明

理。如此方能正道好法而行，善用各項觀察自然而來的知識：登高而能見遠；

順風而粗聲疾；假馬而能致千里，舟楫而能絕江河。[2]這些都是進學之基本條

件。備有這些基本條件則可入門仕途，尊君愛民。 

２. 篤志而體的「君子」 

好法而行之士，須進而爭取作才德兼備的君子。對荀子而言，君子應能篤

志二體。換句話說，士若能有從好法而行的體會來以堅定的立場施諸行為，又

能藉著見象而期以志天、見宜而息以志地、見數而事以志四時、見和而治以志

陰陽，那麼，本以為「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這就是君子的特點。君子既

然能看清：「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

之匈匈而輟行。」 而只考慮如何順應自然，就不需去考慮要怎麼樣改變自然的

規律。因「天 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

功。」 

因此，荀子在《勸學》裡強調：「君之學也，入乎身，著於心，布乎四

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也就是說，君子學習將有

益的聽入耳中，記在心中，貫徹全身，又表現在舉止上；稍微說一句話，稍微

動一動，都可以成 為別人傚法的榜樣。 

荀子認為，君子的標準要高過士。為此，他認為君子的之教育要強調言行 

一致，表裡如一，注重實踐。這就是他所說的「行乎動靜」。對荀子來說：

「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以「行」做為學的最高階段 。對

他來說「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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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

器，任 其用，除其妖。」他就是用這種標準來培育君子做到學有專長，專心致

志，持之以恆，鍥而不捨。 

荀子在《儒效》篇中又說：「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道有一隆。」意

思是說，君子說話行事都會有一定的原則和高尚的道德標準。為人可修其內而

讓於外，能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是故，君子「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

雷霆。」 因為君子能致力於自己內在思想的修養和在外謙虛辭讓，自身積累德

行而遵循正確的原則去處理一切。像這樣，尊貴的名聲就會像太陽月亮升起，

人人就會像雷霆那樣轟轟烈烈地響應他。這就是荀子所強調的君子的篤志而體

了。 

３. 齊明而不竭的「聖人」 

對荀子來說，最高標準的人品是聖人。在答覆：「欲賤而貴，愚而智，貧

而富，可乎？」荀子對曰：「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

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對他來說教育就

是這麼重要，賤欲貴，愚欲智，貧欲富，唯靠學習。力行者，勤奮努力，精通

學到的知識，就可喂為士、為君 子、為聖人。上為聖人，下為、君子、士，這

都是可以做的到的。 

他在又在《天論篇》特別詳述人應如何竭力 棄絕暗天君，亂天官，棄天

養，逆天政，背天情，喪天功之大凶，進而能竭力申天意，清天君、正天官、

備天養、順天政、養天情，以立天職、成天功。結果論會達到知其所為，知其

不為之；天地官而萬物的盛境。這樣就能做到行曲治，養曲適，生不傷的知

天。又是能達到「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的境地。 

荀子也在《儒效》及《王制》二文中對聖人的標準做了更具體的闡解，

說：能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數若數一二；行禮節能要節而安之，若

生四肢；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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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察於天，下能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

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荀子更認定聖人能「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

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有事中君之義」。所以聖人是

人主之寶，王霸之佐，有德之才。處事能法而議，職而通，無詌，無遺善。淺

顯地說，荀子眼中的聖人是對國家禮法制度有深刻理解，對職責能貫徹實行。

不隱瞞智謀，做事能充分發揮才能，利國利民。到這種境地就是所謂能不斷追

求全面明白事理的齊明而不竭的聖人了。 

二、荀子之教育目的分析 

顯而易見的，荀子之教育目的是為國家的一統栽培合用的人才。重點在於「取

人有道、用人有法」, 根據人的品德高下，才能大小定官職。大德大才則大用，小德

小才則小用，無德無才則不用。總括一句話，就是人才致用，役物致於役人。 

荀子的士、君子、聖人三品，分析簡潔，節節推進，條理清晰。細窺祥究，其

封建官吏制度的運作和推理表現無遺。荀子的教育準則和理念無疑是為國家社稷預

備受用的合適人才。追根究底，都是離不了如何受人重用，如何用人。純屬官場文

化模版，專業製造帝王傀儡——育德以備造人才，讓當權者能「論德而定次，量能

而授官。皆使人可戴其一而各得其所宜」。 

荀子的教育觀和教育的至終欲達目的正是荀子一生經歷悲局的主導路線。 其時

其境，雖難定奪，但事實告訴我們人生目的未必得是要單為謀仕途。荀子盡其一生

之勞，到頭來竟是：不得志、無人賞識、被人中傷誹謗，最後幽幽而終於蘭陵。不

但如此，就是荀子的老師、先輩（老子、孔子、墨子等）、學生 （韓非、李斯等）

以及那些走在儒學教育目的論這條路上的鴻儒，都難逃殺身之禍、悲切而終之結

局。 

三、基督教的教育觀的本體根據 

從基督教的教育觀來看，教育的目的是不能離開創造者在創造中的作為和意旨

－－神的自己和神的啟示。人除了從創造界目睹創造主的奇妙大能之外，更可從中

察覺創造主的創造目的和本意，去體認創造的本身是源於神的善良和榮耀。為此，

教育目的不應是，也不能單以區分人之品位而育之，而是讓人能在神創造中盡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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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盡其所能、做所當做之事。如亞當之於伊甸園，能盡修理看守，管理全地之

責。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樣式被造的，有神的靈吹人的鼻孔裡，人就成為有靈

的活人。這樣，人已經秉承了神的創造性，同時也秉承了參予神的創造和管理的權

柄。這包括「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以及為各樣動物「定奪」的命名權，好讓認識

耶和華的知識充滿全地如水充滿洋海一般（賽十一 9, 哈二 14）。 

雖然荀子的教育理論中肯可親，非常實際可靠， 也擺脫了一般迷信的色彩和氣

氛，但終歸因只能在自然天地間觀察和運作。 在沒有神特別啟示的情境下，只能在

人本思維裡中團團轉，離不開此岸世界的制度和網羅，將人、人的將來和命運全都

交付在人間首領的手裡。 難怪它只能利用人或被人利用，到頭來只成了在權者的道

具傀儡。 

當教學的目的只為當權在位者預備合用人才時，它必然會墮入以人為本教育宗

旨的框藩中。結果當然是在以人為本的教育過程中落入役人與役於人的漩渦。中國

歷久暢行的科舉與後科舉制度便是明證。更為令人沉重的倒是現代教育哲學和教育

理論竟也儲意地含有極濃的封建王朝教育的氣息。這種「以人為本」的教育方針貫

穿佔據了國民教育、封建教育悲劇的重演必將不期而至。 

  

四、結論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權替換現實中，中國兩千多年來遷流不居的「士」

並沒有為社會帶來太多改革，也沒有為人民帶來真正的更新[3]。更為可惜是這些上

人之士、君子、聖人竟成為下一朝代的棄民和賤民，真叫人悲歎心酸。 

不首先肯定人類的生命和生存目，就無法認清、認定教育的宗旨和方針。即使

綱綱條條精細如絲，依然只是適時性、應時性的空談和虛驕。 

以基督教的觀點來說，基督徒當是首先從信仰的理念去肯定那永恆不變的真 

理，作為教育哲學的前提，並確實地循此前提而從事教育的事工。使徒保羅立定信

仰宣言：無論是生是死，我們總是主人（羅十四７）。為這緣故，基督徒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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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必要把人以等級、品位擇首次；相反的，應是本著愛人如己的心態，作成榮神

益人並源自信仰本分指導的教育事工。 

既然人是本著神的形象和樣式而被造，基於被造界的奇妙可畏（詩一三九 14）

的必然緣由和人人受造平等的前提，教育和教育動機，才能締造教育基礎、嫠定教

育標準、確准教育大綱、健全教育規制、方針和目的。這樣，我們在教育上所付出

的勞苦才不致於虛空捕風而歸於徒然。 

只有以「以神為本」的神學思維作為教育的哲學基礎和神學基礎的基本教育體

現和運作，才能真正促成健全的國民教育。總體來說才能為神的國度培育真正以生

命榮神益人的世界公民。  

  

 

 

 

[1] 荀子之士乃指知禮之儒。他所說「好法而行」乃指知應行之禮而專事禮之儀，不逾

規矩。尊君愛民即以禮為本，進而在這基礎上能禮法兼治。在儒者品格、學識上賦有治

國理政才能膽識，從好法而行之士，成為篤志而體君子，最後成齊明而不竭的聖人。 

[2] 荀子重利用自然之力和律，登高山則可看得遠。利用風速則可將聲傳得奇遠。騎馬

則可行千里，乘船則可走盡江河之端，如此一切都是應用自然的實例。荀子認為，具備

這樣的才能可官天地。這是荀子管理天地、奴役自然之人定勝天說。 

[3]    祥參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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