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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生人成 ”思想是荀子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荀子将“人文化成 ”看成诗乐艺术发生的

缘由与理论旨归 ,充分重视诗乐在儒家人格修养以及社会安定、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的

人文主义思想以及“文以明道 ”的文艺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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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 born in heaven, comp leted by man" is Xun Zi’s basic p rincip le. Under the p rincip le, Xun Zi

considers " nurturing of humanities" as the cause and the theoretical aim of poetic and music p roduction. He pays

abundant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poetry and music in Confucian self2cultivation,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s

politics. This idea of his has p rofoundly influenced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ism and the literary view of "

demonstrating ideal through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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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他的思想虽然

没有被此后的儒者奉为儒家正统 ,但对中国政治、哲

学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孔

孟。因而谭嗣同说 :“两千年来之学 ,荀学也 ”。[ 1 ]337

与其儒家殿军的地位相适应 ,荀子的诗乐观在当时

也处于顶峰。章太炎在评价荀子时说 :“他书中的

《王制 》、《礼论 》、《乐论 》等篇 ,可推独步。”[ 2 ] 33尤其

是《乐论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音乐理论专论 ,对

后来的《礼记 ·乐记 》等影响深远。因此 ,我们有必

要对荀子的诗乐观做出科学的阐释与评价 ,在中国

文学与文论史上 ,还其应有的地位。

一、“天生人成 ”———荀学的理论生发点

牟宗三先生认为 ,“天生人成 ”思想是“荀子之

基本原则 ”。[ 3 ]213荀子思想中的所有理论 ———无论是

荀子的天人观还是其礼论、性恶论、诗乐观 ,都是以

“天生人成 ”思想为逻辑支点 ,由此统摄并阐发、演

绎出来的。

(一 )“天人之分 ”———“天生人成 ”之基础

荀子之论天 ,既不同于传统的儒家 ,也不同于道

家与墨家。他所说的天 ,是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天。

胡适认为 ,“荀子在儒家中最为突出 ,正因为他能用

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 ,来改正儒家、墨家赏善罚

恶有意志的天 ;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

的安命守旧种种恶果。”[ 4 ] 273因此 ,牟宗三先生说荀

子之天是“非宗教的、非形而上学的、亦非艺术的 ,

乃自然的 ,亦即科学中是其所是之天也。”[ 5 ]113在荀

子看来 ,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有其内在之规律 ,都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星之队 ,木之鸣 ,是天地之

变 ,阴阳之化 ,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 ,可也 ;而畏之 ,非

也。”(《荀子 ·天论 》。以下仅注明篇次 )“队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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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 ”。流星坠落、风吹树响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

种奇怪的自然天象 ,但不能畏惧它、迷信它。同样 ,

人世间的治乱兴衰同样也不是上天赐予的 ,而是由

人类的自己的活动决定的 :“治乱天邪 ? 曰 :日月、

星辰、瑞历 ,是禹、桀之所同也 ,禹以治 ,桀以乱 ,治乱

非天也。”(《天论 》)处同一苍穹之下 ,禹世大治 ,桀

世大乱 ,因此上天并不能左右人世。正是基于这种

自然天的认识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

“天人之分”。他说 :

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故明于天

人之分 ,则可谓至人矣。 (《天论 》)

“分 ”, 郑玄注《礼记 ·礼运 》: “分 , 犹职

也。”[ 6 ]155在这里是指“职分 ”、“职能 ”,而非某些学

者所说的“区分 ”、“区别 ”。“天人之分 ”并不是割

裂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把天人界限严格地划分开来 ,

而是说天的职分与人的职分是互不相干的 ,我们要

明白“天生”与“人为 ”之间的不同作用 ,将天与人不

同的职能区分开来 ,怨天尤人与杞人忧天都不是正

确的选择。“君子敬其在己者 ,而不慕其在天者 ”

(《天论 》) ,君子注重自身的努力而不指望上天的赐

予 ,人类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掌握自然界

的客观规律并为我所用 ,既不要“与天争职 ”,也不

要“错人而思天 ”。荀子说 :

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 ? 从天而颂之 ,孰

与制天命而用之 ?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 ?

因物而多之 ,孰与骋能而化之 ? 思物而物之 ,孰与理

物而勿失之也 ? 愿于物之所以生 ,孰与有物之所以

成 ? 故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 (《天论 》)

一味地尊大而思慕天 ,不如使物蓄积而为我所

用 ;一味地颂扬天不如掌握天地运行规律而裁制它 ;

盼望天时而坐守其成不如顺应时节耕种播谷 ;听任

物类自然生长不如发挥人的能动性使其发展增殖 ;

一味希冀物之滋生不如把握物之长成之理。所以

说 ,放弃人事而思慕自然 ,那么也就失掉了万物自然

之客观情势了。因而 ,只有明了所谓的“天职 ”与

“人事 ”,才能更进一步地明确自身的责任 ,进而顺

天势 ,运物在手 ,应时而使之 ,骋能而化之 ,最终“制

天命而用之 ”。

(二 )“化性起伪 ”———“天生人成 ”之路由

在荀子的“天生人成 ”思想中 ,“天生 ”与“人

成 ”之间有着先后的承继关系。“天地者 ,生之始

也。”(《王制 》) ,天地是万物生存的根本 ,没有天地

便没有世间的万物 ,“天生之 ”是“人成之 ”之基础。

故“天地生之 ,圣人成之 ”(《大略 》) ,也就是说物生

在天而成物在人。在这一理论中 ,荀子强调的重点

是后者 :他认为 ,天是无意志的 ,人是一切活动成功

的关键。因此 ,“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 ”。

荀子认为 ,虽然上天给了我们一副能挟制万物

的躯体 ,然而 ,人的主观能动性却不是天生而来的 ,

需要在后天的成长环境中培养。他说 :“天能生物 ,

不能辨物也 ;地能载人 ,不能治人也 ;宇中万物、生人

之属 ,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 》)在他看来 ,天地

只能生人、载人 ,却不能辨物、治人 ;世间万物只有遵

循圣人创立的“道 ”才能各得其所、各行其职。对人

来说 ,“人之性恶 ,其善者 ,伪也。”(《性恶 》) ,人要

想从恶之性变成“最为天下贵 ”,不但要有水火之

气、草木之生、禽兽之知 ,更重要的是有“义 ”———礼

义之道的修养 :“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木有生而无

知 ,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

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人的这种修养 ,不是与

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以伪饰性 ”、“性伪合 ”来实现

的 :

性者 ,本始材朴也 ;伪者 ,文理隆盛也。无性则

伪之无所加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 ,然后成圣

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 :天地合而万物

生 ,阴阳接而变化起 ,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 ,

不能辨物也 ;地能载人 ,不能治人也 ;宇中万物、生人

之属 ,待圣人然后分也。 (《礼论 》)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可学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性恶 》)荀子认为 ,

“性 ”是不学而能、不事而成的 ,是上天赋予的、先天

的 ;“伪 ”则与此相反 ,是不学不能、可学而成的 ,通

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获得的。对于“伪 ”,荀子在《正

名 》篇中进一步解释说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虑积焉 ,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也就是说 ,凡是在

人的能动作用下产生的一切都是伪 ,包括礼义法度

等一切文化成果 :“圣人化性而起伪 ,伪起而生礼

义 ,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 》)虽然天生之“性 ”

是恶的 ,但是 ,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使之变成“善 ”,

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伪 ”的产物 ,然而它

们都是在天生之“性 ”的基础上的“伪 ”,是“性 ”与

“伪 ”完美结合的产物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 ,无伪则

性不能自美。”不难看出 ,没有“性 ”,“伪 ”便失去了

作用的对象 ;没有“伪 ”,“性 ”便不能自行趋于完美。

只有二者完美地结合 ,才能成就圣人 ,天下才能得到

治理。“性 ”与“伪 ”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

者缺一不可 ,决不能割裂开来。“天地生之 ,圣人成

之 ”之“天生人成 ”就是经由这样一个“化性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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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 ”之性 )而起伪 (“圣人成之 ”之伪 ) ”的过程而

实现的。

二、人文化成 ———荀子诗乐观之理论旨归

荀子主张“天生人成 ”,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优秀

文化成果都是人为 ———“伪 ”的产物 ,是“天地生之、

圣人成之 ”的结果。因此 ,荀子特别重视客观礼义

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作用 ,主张以人道治天道 :

“道者 ,非天之道 ,非地之道 ,人之所以道也 ,君子之

所道也。”(《儒效 》)因此 ,有的学者说“荀子之哲学

要旨是‘天生人成 ’,主张以人治天 ,以心“伪 ”治性 ,

即要建立人文世界以主宰、改善、协调、美化及利用

自然天地与自然人性 (化性起伪 ) ,其重心是人道 ,

而利用天道以完成人道 (例如为人类服务或谋福利

等 )。”[ 7 ]284荀子认为“人是一种文化存在 ”,
[ 8 ]因此 ,

“荀子思想的最大成就 ,在为中国思想开出一人文

的知识领域。这又是孔孟、老庄 ,乃至墨子所最缺少

的。比待荀学的注入 ,中国的人文思想才大体上臻

于完备。”[ 9 ] 135荀子把人看做是一种文化存在 ,也就

是重视诗乐等礼义文化对人之人格修养与社会建设

的“人文化成 ”的价值与意义。《周易 》云 :“观乎人

文 ,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云 :“言圣人观察人文 ,

则《诗 》、《书 》、《礼 》、《乐 》之谓 ,当法此教而化天

下。”[ 10 ]37荀子继承了这一教化传统 ,“以人为之礼

义之统而化成天 , 而治正天也。故曰人文化

成。”[ 3 ]220诗、乐、舞等艺术作为礼义教化的一部分 ,

在荀子的“人文化成 ”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关

于诗乐理论的所有的言说都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展

开讨论的 ,而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文化成 ”

这一理论旨归。

(一 )以情论乐 ———诗乐之发生

荀子以天生人成为理论出发点 ,认为一切人类

活动的过程与结果都是“天生之 ”(性 )与“人成之 ”

(伪 )共同作用的结果 ,诗乐等人类的文化活动也是

在“性伪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在完成“观乎人文 ,

以人文以化成天下 ”之基本要义的要求下出现的。

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 ,但他从未否认人性在

人类的自我生存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 ,“无性

则伪之无所加 ”,人之“性 ”是美的基础条件 ,如果没

有人之“性 ”,也就缺少了美的基本条件 ,美也就不

存在了。所以荀子在论述诗乐理论的发生理论时 ,

将人的情性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来讨论的。他明

确地将诗乐的产生与人的“情 ”———人的喜怒哀乐

等感情联系起来 ,认为音乐是用来表现人的情感的 ,

是人情所必不免的产物。他说 :

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

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 ,而人之道 ,声音、动

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乐论 》)乐的产生是人的内

在情感表达的需要 ,是人情中所不能避免的 ,人之所

以为人的外在的声音动静以及内在情感的变化都表

现在音乐之中 ,因此“人不能不乐 ”。音乐来源于人

情 ,而“情 ”又与“性 ”有着直接的关系 ———“性者 ,天

之就也 ;情者 ,性之质也 ”,“情 ”是“性 ”的本质 ,因此

音乐的产生亦离不开天赋之人之“性 ”。对诗乐等

艺术美的追求是人的一种自然的需求 ,“夫人之情 ,

目欲綦色 ,耳欲綦声 ,口欲綦味 ,鼻欲綦臭 ,心欲綦

佚。此五綦者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王霸 》)人的

感官具有审美功能 ,人有欣赏美的客观条件 ,因此人

对美的要求具有客观的合理性。荀子的这一理论 ,

属于“天生人成 ”之“天生之 ”第一义。

孟子主张性善 ,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的

一切善行都是内省的结果。他说 :“学问之道无他 ,

求其放心而已 ”(《孟子 ·告子上 》)。“求其放心 ”

即是一种反求诸己的方法。荀子则与孟子相反 ,他

认为文学艺术的产生不是从人性、顺人情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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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处于争夺 ,合

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 ,礼义之

道 ,然后出于辞让 ,合于文理 ,而归于治。”(《性恶 》)

因此“从人之性、顺人之情 ”不但不能得到“师法之

化 ,礼义之道 ”,而且还会导致争夺与暴乱 ,这是人

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古者圣王以人性

恶 ,以为偏险而不正 ,悖乱而不治 ,是以为之起礼义 ,

制法度 ,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 ,以扰化人之情性而

导之也。始皆出于治 ,合于道者也。”(《性恶 》)圣王

也就是为了矫正、引导人之情性才“起礼义、制法

度 ”的 ,诗乐等艺术也是圣人能动地“矫饰人之情性

而正之 ,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 ”的结果。诗乐虽然

源于人情 ,但是它的产生却是为了引导人情的 ,而且

必须在正确的“礼 ”的引导下、在符合“礼 ”的规范下

的音乐才有这样的功用。因此 ,从根本上说 ,诗乐虽

然起源于人的自然本性 ,但是又是对自然性需求的

超越。诗乐等艺术的产生还要依靠“人成之 ”,依靠

正确的引导和规范才可以具有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是“天生人成 ”之“人成之 ”的一面。而且 ,较之

“天生之 ”义 ,这一方面更为重要、对诗乐的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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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最大 ,荀子对此意也最为推崇。因为诗乐如果离

开了“人成之 ”之“礼 ”的疏导 ,就会陷入悖乱 ,违背

了它产生的最终目的 :“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

形 ,形而不为道 ,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

《雅 》、《颂》之声以道之 ”。 (《乐论 》)

(二 )“乐之中和也 ”———诗乐之作用

徐复观先生认为 ,“儒家的政治 ,首重教化 ;礼

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

用 ,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 ,达到社

会 (风俗 )的谐和。”[ 11 ]14可以说 ,儒家的教化理论是

一种人格的修养理论 ,而这种人格修养的完成是在

依靠礼乐教化的作用下实现的。因此 ,徐复观认为 ,

礼乐之治是“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 ”。[ 11 ]14

儒家看重礼乐的教化 ,而在礼乐的教化中 ,

“乐 ”与“礼 ”发挥着不同的功用。“乐合同 ,礼别

异 ”,“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者也 ;礼也者 ,理之不可

易者也。”(《乐论 》)“礼 ”的本质是区别人与人之间

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因此 ,礼作为道德规范和社

会规范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强制性。然而如果

过于强调礼的强制性原则的话就会陷入法家的误

区 ,因此必须通过“乐 ”(“乐合同 ”,乐以对社会成员

的内心陶冶为基本手段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遵循

“柔性原则”)来进行调和。[ 12 ]70因此 ,从接受的难易

程度上来说 ,乐显然比礼有更强的心理积淀 ———乐

来源人情的 ,是人内在情感的一种宣泄的产物 , 因

而更易于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所以 , 荀子认为音乐

的作用之一便是宣泄情感 , 它能使人血气平和、心

志向善 : “故乐行而志清 ,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乐

论 》)荀子从音乐以情感人的基本特点出发 , 认为诗

乐“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

俗 ”(《乐论 》) , 其感化人心的作用不容小觑。这是

诗乐的第一种作用 ———在人格修养上可以宣泄性

情、修养身心。

荀子在论述诗乐的作用时 ,特别注重“和 ”。荀

子认为 ,由于适用场合的不同 ,音乐具有特殊的社会

作用 :“故乐在宗庙之中 ,君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

和敬 ;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 ;乡里

族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

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 ,合奏以成文者也 ,足以

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乐论 》)音乐可以使君臣和

敬、夫子和亲、长少和顺 ,可以使不同的社会成员之

间达到和谐、和睦 ,在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乐

群情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音乐的这种作用 ,是与

其“中和 ”的理论特质分不开的。荀子曾不止一次

地提到乐的“中和 ”作用 :

《诗 》者 ,中声之所止也 (《劝学 》)

《礼 》之敬文也 ,《乐 》之中和也 (《劝学 》)

《乐 》言是 ,其和也 (《儒效 》)

恭敬 ,礼也 ;调和 ,乐也 (《臣道 》)

乐者 ,天下之大齐也 ,中和之纪也 (《乐论 》)

诗、乐有中和的特质。要做到“中和 ”,就要如

《关雎 》般“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也就是要符合

“礼 ”的规定与范围 ,只有这样诗乐能够使人“得中

和悦 ”, [ 13 ]12才能使“民和而不流 ”(《乐论 》) ,促进

人际间的和谐与团结。这是诗乐的第二个作用 ———

通融群己。

儒家论乐 ,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起来的。蒋孔

阳先生说 :“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共同特

点 ,都是不离开政治谈音乐。”[ 14 ] 168寻求政治清明、

国家大治是儒者立世的最高追求之一。荀子认为 ,

国家的治乱兴衰可以通过诗乐等艺术反映出来 :

“乱世之征 :其服组 ,其容妇 ,其俗淫 ,其志利 ,其行

杂 ,其声乐险 ,其文章匿而采 ,其养生无度 ,其送死瘠

墨 ,贱礼义而贵勇力 ,贫则为盗 ,富则为贼 ,治世反是

也。”(《乐论 》)音乐邪僻、文章辞藻华丽而内容邪恶

都是乱世的象征 ,治世则与其相反。诗乐不仅能够

反映政治 ,又可以反作用于政治 :“乐中平则民和而

不流 ,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 ,敌

国不敢婴也。如是 ,则百姓莫不安其处 ,乐其乡 ,以

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 ,光辉于是大 ,四海之

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乐姚冶以险 ,

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 ,鄙贱则争。乱争则兵

弱城犯 ,敌国危之。如是 ,则百姓不安其处 ,不乐其

乡 ,不足其上矣。”(《乐论 》)音乐中正平和则民众和

一而不陷于流荡 ;乐声肃穆庄严则民众齐一而不限

于混乱 ;民和且齐则国富民强 ,内足矣安民而外足以

拒敌。相反 ,若是音乐姚冶且险 ,民众则流荡怠慢、

鄙陋轻贱 ,就会产生政治动乱与纷争 ,则必会政治黑

暗、国力衰败。所以说“乐者 ,天下之大齐也 ,中和

之纪也 ”,音乐可以使天下人的行动得到极大的统

一 ,使人的性情符合礼法要求的纲纪 ,它“足以率一

道 ,足以治万变 ”(《乐论 》)。这是诗乐的第三个作

用 ———可使政治清明、国家安定。

荀子在“天生人成 ”理论的指导下 ,将“人文化

成 ”的作用看成诗乐艺术 (下转第 1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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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缘由与存在的目的 ,认为诗乐的产生是人性

的必然 ,同时也是纠正“性恶 ”的人性的需要。他把

诗乐看做是人从一个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的工具 ,

小到个人的自我修养 ,大到社会的和谐、国家社稷的

统一与繁荣 ,都离不开诗乐艺术。荀子的这种观点

明显地带有儒家“实学”和文化功利主义的特点 ,把

诗乐看成是克己复礼、重建社会秩序的工具。然而 ,

瑕不掩瑜 ,荀子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及文学的独立

价值的推崇 ,都对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

以及对“文以明道 ”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具

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思想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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