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二 国学经典常识

任务三 法家常识

主题 韩非与《韩非子》
一、法家简介

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

代表著作：《韩非子》《管子》《商君书》

核心思想：

1、“法”：所谓法就是法律、法令。依据法律办事，不徇私；反对宗法等级

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如：“商鞅立木”就是典型案例。

2、“术”：所谓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法家认为，君

主不必事必躬亲，只需要分派任务，然后使用政治手段“管人”就行了。

3、“势”：所谓势就是权势，包括地位和权利，即君主要拥有无上的权威，

也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4、其他的思想：（课本）

（1）主张“干涉”，反对“放任”；（法家重视“法治”，反对“人治”“礼治”

“德治”，主张国家至上，相信政府万能，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

（2）强调法律的作用：（在法家看来，法律有两个作用：一是“定纷止争”，

即明确“物权”。二是“兴功惧暴”，也就是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

感到恐惧。）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人都有“就利弊害”的本性。

（4）“不法古，不循今”：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法家思想中的“法治”和我们现在的“民主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法家所

主张的法治其实是“绝对”的君主集权。

二、儒、法、道思想的联系

区别：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的是道德感化。

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强调暴力统治。

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

互补性：在治国理政方面，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治国模式即是外儒内法而剂之道。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军阀割据的战乱年代，法家思想最为盛行，在动乱结束初期，

需要回复生产时；道家思想最为适合，如文景之治；而在国家稳定时期，需要儒

家的思想。三者分开，各有优劣，互补起来，可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小到

个人，大到企业、国家，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韩非子

韩非子（约公元前 275—公元前 233）战国晚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人，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世

称“韩非子”。韩非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从师荀子。韩非的思想被秦始皇所重

用。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

理论依据。韩非在秦遭李斯嫉妒、陷害，在狱中服毒自尽。今存《韩非子》五十

五篇。

韩非子之死：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 色彩的哲学家，是 法家思想之

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

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

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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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林》《说难》等著作。

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

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韩非子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

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但是文采斐然的韩非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倍受重用。由

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通天大计，而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

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韩非主张存韩灭赵），妨碍秦国统一大计，于是李斯就

向秦王上疏辩驳。韩非与 李斯之政见相左。韩非欲存韩，李斯欲灭韩。因为韩

非子和李斯曾经是同窗，李斯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嬴政被韩非计谋所蒙蔽，

故上疏嬴政，陈述其中利害。他说：“韩非前来，未必不是认为他能够让韩留存，

是重韩之利益而来。他的辩论辞藻，掩饰诈谋，是想从秦国取利，窥伺着让陛下

做出对韩有利的事。”

秦王认为李斯言之有理，便抓捕韩非。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服毒自

杀。韩非想上书始皇帝，被拒绝。后来始皇帝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是韩非已

经死了。

四、《韩非子》简介及选段

1、《韩非子》是韩非的作品总集，包括《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

《说难》等五十五篇，共计十余万字。其中，《解老》、《喻老》两篇，集中表述

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

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

《韩非子》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

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

2、《韩非子》10 则

（1）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

译：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

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

（2）十过：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

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候，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

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

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

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

力，外恃诸候，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

也。《十过》

译：十种过错；第一种叫献小忠，这是对大忠的祸害。第二种叫贪图小

利，这是对大利的危害。第三种叫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其他诸侯国

没有礼貌，这是丧身中最严重的了。第四种叫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沉溺

于音乐，这是使自己走上末路的事情。第五种叫贪心固执喜欢私利，这

是亡国杀身的根源。第六种叫沉溺于女子歌舞，不关心国家政事，这是

亡国的祸害。第七种叫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又不听谏士的规劝，这是

使自己遭受危险的做法。第八种叫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而又一意孤

行，这是丧失好名声并被人耻笑的开始。第九种叫内不量力，外靠诸侯，

这是削弱国家的祸患。第十种叫国小无礼，不听谏臣，这是断绝后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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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

（3）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

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说难》

译：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

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被杀掉。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进言

的人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

（4）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 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

《大体》

译：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土石，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

细流不挑剔，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宽广。

（5）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

然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忠孝》

译：天下那些极端廉直的人士，是不可以用赏赐来劝勉的；天下那些极

端凶恶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罚来禁止的。但是，如果因为有极端廉直的

人存在就不设立奖赏，因为有极端凶恶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刑罚，那也就

把治理国家和使用民众的准则丢掉了。

（6）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

削灭之朝，亦勿怪矣。《五蠹》

译：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

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7）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

《说林上》

译：失火而从海里取水来救，海水虽然很多，但火一定扑不灭了，因为

远水救不了近火。

（8）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功名》

译：右手画圆形，左手画方形，不能同时成功。

（9）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二柄》

译：所以越王喜好勇敢，以致民众大都轻视死亡。楚灵王喜爱细腰，结果国内有

许多甘愿挨饿的人。

（10）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译：世界改变了事情也就随之改变……事情改变了那就需要对变化进行准备。

五、作业

熟悉文学常识并背诵经典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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