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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6/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16430.htm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思

想家、政治家都曾描述过“和谐”的社会蓝图。而在他们的

具体施政策略中,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儒学大师荀子所提出

的“明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 在荀子看来,一个

理想的社会应该以“隆礼重法”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

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并按照社会层级、职业、能力等等的差

异来分配财物,适度地满足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物质需求,来保证

社会各阶层上下的协调一致。他把这种社会状态称之为“群

居和一”。但要使这番美好的设想真正落实,则必须要突出“

明分”之道。何谓“明分”?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下各成员在

工作上都要各尽其职,在财物的分配上,要按职位、才智的不同

而有所区别。 荀子如此看重“明分”之道,将其作为一个理想

社会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明

分”可以使人贪欲的本性得到合理的控制。他在《性恶》篇

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

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

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

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是说,喜欢财利

、忌妒、憎恨、贪图享乐是人天生就有的本性。百考试题收

集如果对之不加节制,不但社会会陷入争抢掠夺、残杀陷害的

困境,而且人们之间那些推辞谦让、诚信友爱等维持社会和谐

的美德也会丧失。因而,必须要以“分”的精神对人的本性进

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以便给予贪欲适度的需求与合理的满足



。第二,“明分”可以最佳地处理贪欲与财物增长之间的关系

。社会财物、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虽

然适度的欲望会进一步刺激社会的发展,当欲望无限扩张时,社

会财物、自然资源无法满足人的需求,社会就会出现“欲恶同

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富国》)的混乱局面。所以,最

好的办法是通过“分”的精神来引导欲望,使欲望与财物“两

者相持而长”,既能使贪欲得到合理的满足,又能使社会得到发

展。第三,“明分”可以使权势、财物得到合理的分配。荀子

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

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

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

则穷矣。”(《王制》)在这里,荀子明确地指出,如果不对人的

层级、权势、好恶进行“明分”,非但人们之间不能互相役使,

而且“势不能容,物不能澹”(《荣辱》),当权势和财物不能满

足两人的同时需要时,社会也就陷入了争斗和混乱之中。由此

可见,一个没有“明分”的社会不仅不会达到和平安定,而且还

会产生种种的争斗和混乱。百考试题收集 那么,“明分”又是

如何进行的呢?在荀子看来,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人伦

关系看,荀子说:“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

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君子》)荀子在这

里指出确定贵贱、亲疏以及长幼之别,对于防止社会混乱有着

重要的作用。其次,从官员的职位任用看,荀子认为应该“论德

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

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明分

职,序事业,材技官能”(《君道》),即政府一定要根据官员的德

行和能力的不同来安排岗位,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与其才能相适



合的职务。有意思的是,荀子还说:“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

当则可,不当则废。”(《王霸》)这是指对官员还要进行年终

考察以示赏罚。再次,从人们的职务与责任看,荀子认为在一个

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职务与责任是很明确的。他说:“掩地

表亩,剌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

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

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

事也。”(《富国》)这是指社会上下每个成员必须分工明确,

责权清晰。只有充分体现这种“分”的精神,才会出现“德必

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的合理社会现象,否则,

社会就会陷入在位不谋其事,懒散推脱的混乱局面。百考试题

收集 由此可见,荀子所谓的“明分”,主要是对人的社会名分

进行确定,然后按其所处位置、职业、能力、辈分的差异来决

定相应的待遇和财物的分配。应该说,在承认社会层级差异的

存在和人的贪欲本性上,荀子比起先秦其他诸子的看法要现实

、积极。事实上,只有充分体现“分”的精神,明确分工,落实

职责,按部就班,各尽其能,才会出现社会上下各成员和睦相处,

欲望与财物“两者相持而长”的理想效果。相反，如果无“

分”，人们就会随着“恶”的欲望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内部

争夺，彼此孤立，走向灭亡。所以，荀子反复地指出：“将

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君道》）、“兼足天下之道在

明分”（《富国》）、“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富国》）。 百考试题收集 荀子生当全国统一前夕，他强调

“明分”的重要作用的想法，是基于对人性和社会动乱根源

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先贤们“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



》）的深入思考。另外，社会已经历了550年的大调整，各种

问题已充分凸现，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应该说

，荀子的“明分”观实质上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开出

的一剂良药。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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