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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重相论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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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宰相在官僚系统中处于百官之首的地位，所以择相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君主个人的
荣辱存亡，更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现实福祉。因此，荀子对宰相自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强调其在“行”上的能力，

也十分注重其在“知”上的功夫，除此之外，他非常重视宰相的道德修养，要求宰相能够做到仁且知。同时，荀子要求君主在

选拔宰相时要抱着求贤若渴的态度，公正不偏私，在任用时要给予其充分的信任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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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权与相权的合作与斗争一直是伴随着古代
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对于具有强烈现实主

义色彩和淑世意识的先秦儒家来说，如何合理地确

立宰相的地位与作用、妥善处理君相关系，不仅关

系到君主个人的荣辱存亡，更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现

实福祉，因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作为先秦儒家

殿军人物的荀子，已充分认识到宰相在国家治理中

的重要作用，并对宰相的地位、职责与选拔标准予

以了全面的讨论，形成了深刻而有系统性的重相思

想，代表了先秦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和理

论高度，因此，有必要单独提出并予以详细地论述。

　　一　荀子重相的原因

对于实行君主制度的古代中国来说，取得政权

的方式无疑只有两种，即世袭和革命。于前者而

言，君主世袭制度虽然可以保证政权转移过程的平

稳性，防止社会因之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与争夺，但

是却无法保证嗣君的贤德。也就是说，“德”与

“位”可能无法像理想中的情况那样，完美的结合于

君主一身。在君权既定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君主在

德行上的欠缺，就必须任用有德慧智术的贤才，这

样既能维护君主作为天下象征的至高尊严，防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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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之陷入无休止的分裂与混乱，又能发挥贤才在

经邦治世方面的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现实的福

祉。而任贤使能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作为臣属代表

的宰相的选择上，这是因为宰相在官僚系统中占据

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

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

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王霸》）。正是由于

宰相的特殊地位，所以荀子才说：“故能当一人而天

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王霸》）。择相已经成

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位者不可不慎。

于后者而言，既然取得政权的方式是革命，那

么，这样的政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非理性的。“君

主通过‘武器的批判’获得政权，其他人自然没有资

格在这一层面上说三道四。如果要讨论的话，也只

能是如何帮助君主更好地守住这‘马上’得来的

‘天下’”。［１］１８９因此，“典型的儒生，却无一例外地

将自己的最高理想定位在入阁拜相上。儒术无能

于夺取天下，却有助于治理天下。”［１］１８９对于君主来

说，也有任用贤才的需要。君主虽然是国家权力的

中心，然而若仅凭其一人来管理国家事务，“非特事

有所难，势亦有所不可”［２］７２，《王霸》篇说：

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

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

劳苦?
!

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聉

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

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３］２１３

荀子认为，若凡事都由君主亲力亲为，这样不

仅使得君主自身“劳苦?
!

莫甚”，而且也未必真能

治理好国家。为了达到“以一人兼听天下”和“日

有余而治不足”的治理效果，君主就必须“使人为

之”，即与贤人共治之，而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选

贤任相。若能选择合理的人才担任宰相之职，并给

予其充分的信任与权力，君主就能“身佚而国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否则就会陷入“身

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的窘境。所以，

荀子将选贤任相看作君主应当履行的最重要职责，

“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癤之，

以观其盛者也”（《王霸》）。同时，这也成为区分

“明主”和“?主”的依据，“故明主急得其人，而?

主急得其聉。”

相，副也、贰也，它作为君主最高级别同时也是

最重要的辅佐者和助手，本身的贤愚臧否不仅关系

到社稷的盛衰，同时也关系到君主的存亡。荀子在

《解蔽》中以史为鉴，指出：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

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桀蔽于妲

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故群

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

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桀死于亭

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

祸也。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

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

也。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

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

牧也。［３］３８９

他以夏桀殷纣为例，指出桀纣师心自专、任用

小人，致使朝纲紊乱、百姓怨诽、贤良退隐，最终落

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

选用良相辅佐自己。有鉴于夏桀殷纣的下场，成汤

与文王谨慎为国，选贤任相，受天九有，成就治道，

“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因此，对于君主来说，

要达到仁智且不蔽的根本途径就是选贤任相并倚

重之，远者如成王之于周公，无所往而不听，近者如

桓公之于管仲，无所往而不用即是其例。

另外，荀子处于由七雄争霸到秦朝建立的过渡

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前夕，

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已达白热化，合纵连横逡巡往

复，大规模的战役也时常爆发。为了在竞争中取得

优势，各诸侯国争相延揽人才，以增强自身在政治、

经济、军事上的实力，这也是荀子十分重视尚贤使

能的现实原因，所以他说：“请问为政？曰：贤能不

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而尚贤

使能的措施最终体现在择相上，乃在于宰相是百官

之首，故不得不予以重视。

　　二　相的职责

众所周知，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学，正如王先

谦所说：“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

明其旨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３］１在社会

政治领域，荀子主张“以礼明分”，即根据礼的精神

与原则明确社会的分工与等级，进而形成和谐有序

的社会秩序。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荀子主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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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划分“主相臣下百吏”各自的职分，同时要求

他们“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

不务视其所不见”（《王霸》），在他的设想下，只要

社会成员都能做到“敬分安制”，那么国家就能达到

治理的状态。而在礼分原则下，宰相的职责又是什

么呢？

对此，荀子提出“主道知人，臣道知事”的施政

原则。荀子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君主根据不同社

会成员的才性与智能，合理安排他们的职位，明确

他们的责任，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因此君主

的责任是“知人”。同时，荀子进一步指出：“主道

知人”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宰相的选择上，所以他说

君主只需“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就够了，剩下的

具体事务应该交给宰相处理。“这样的职责划分，

不仅有现代君主立宪制中‘虚君’的意味，更是将实

际政治事务的治理权牢牢掌控在相的手中。”［４］在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的政治原则下，宰相所知的

又是哪些具体事务呢？《王霸》篇说：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

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

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３］２２４

在荀子看来，宰相的职责是审查并甄别百官才

能的优劣，考察校理百事的得失，明确各级政府机

关的职责与权力，仔细斟酌百官的业绩，并给予相

应的赏赐，等到岁末的时候，再向君主汇报各级政

府机关在这一年工作的得失。对于百官有司，称职

的就加以留用，不称职的就予以废置。荀子不仅强

调宰相在“行”上的能力，也十分注重其在“知”上

的功夫，在他看来，“行而不知”或“知而不行”都失

之偏颇，“知行合一”才是理想的状态。那么，宰相

应该知道哪些东西呢？《君道》篇说：

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

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

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

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

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３］２４５

荀子认为，宰相应该知道推崇礼义就是尊君，

礼贤下士就是己之美名，爱护百姓就是安定国家，

事有常轨就是齐一风俗，尚贤使能就是助长功业，

重农抑商就是增加财富，不与民争利是为了便宜行

事，明确制度、权量物宜是为了不拘泥、不固执。只

有意识到了以上八项，做事才有所本。可见，荀子

十分重视对宰相的认识水平和大局观念的考察。

荀子不仅非常重视宰相在“知”“行”方面的能力，

同时他也十分看重宰相的道德修养水平，并要求宰

相能够以自己的德行对君主施加影响，《臣道》

篇说：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

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

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癅君之荣辱，不癅国之

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

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

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

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３］２５４—２５５

荀子理想中的宰相是周公，同时，他也比较推

崇管仲。在荀子看来，周公对于成王是大忠的代

表，原因在于他能“以德覆君”，即以自己的德行涵

化其君；管仲对于桓公是次忠的代表，原因在于他

能“以德调君”，即以自己的德行辅成其君。另外，

荀子尤其重视宰相的尚贤使能，并对其予以特别强

调。《强国》篇记载了荀子与齐相之间的一段对话：

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

人之聉，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聉赴胜人

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
"

王焉，与之参国政，正

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

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

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

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３］２９５—２９６

荀子认为宰相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在任用贤

才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他位居人臣之极，在上

得到君主的倚重，在下可以专主国政。如果宰相能

充分利用自身的这一优势，任用仁厚明通的君子，

与他们一起参理国政、正定是非，那么，全国上下都

会趋身赴义。君臣上下贵贱长少以至于庶人都甘

愿为义，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有义的国度，而

天下人哪有不欲与有义之国相结合的呢？如此，贤

能之士都愿意到这样的朝廷为官，普通百姓都愿意

到这样的国度生活，势将使天下归于一统。

　　三　选相的标准与原则

荀子指出，君主任用宰相乃出于“欲强而恶弱，

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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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驭民，调壹上下”“内以固城，外以拒难”的治理

效果。然而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目标呢？这势必对

宰相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君道》篇指出，宰相

“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

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在这里，荀子提出考察宰

相自身能力的两条最重要标准，既仁且知。仁，泛

指宰相的道德修养水平，知，泛指宰相的实际行政

能力。只有在以上两方面都具备很高的水准才能

成为合格的宰相，才能称为“人主之宝”“王霸之

佐”。同时，荀子也提出君主在选拔与任用宰相时

应该遵循的原则：“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

君主在选拔宰相时，要充分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性，

要抱着求贤若渴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贤才归

附。在得到贤才以后，要给予其充分的权力与信

任，不要“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

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

之”。如果是那样的话，贤才就会处处受到掣肘，无

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君主“欲安”“欲强”“欲

荣”的初衷也就无法达成。同时，荀子指出，君主在

选拔宰相时要做到公正不偏私。《王霸》篇说：

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

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

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

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

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

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

欲治国驭民，调壹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

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

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

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３］２４１－２４２

荀子以选拔射手和驭者为例，君主为了得到技

艺高超的射手和驭者，就必须以候选者的技能为唯

一的选拔标准，既不能偏向于子弟，也不能遮蔽远

方的贤者。同理，人主在选拔宰相时，也应该秉持

公正的态度，不应偏向于左右亲近的人。荀子特别

指出，自古以来多有因为选任宰相不公、任用亲近

导致国家覆亡的事例，“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强，俄

则弱矣；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则亡矣。

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他故，莫不失之是也。”

他为选用人才贵公不贵亲寻找历史的根据，指出

“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

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即文王在选

拨卿相时不偏私、不贵亲，起用身为布衣的太公，最

终成就“举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的伟业。因

此，人君“欲白贵名，以惠天下”，那么他在选拨宰相

时就必须以公不以私。

以上分别从重相的原因、相的职责以及选相的

标准与原则三个方面分析了荀子的重相思想，足见

荀子的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性与系统性。通

过分析，我们认识到荀子之所以十分重视宰相的作

用是与他的尚贤思想完全一致的。正因为他清楚

意识到贤才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才要求

将他们选拔到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予以

充分的信任与权力。无论是荀子的尚贤思想，还是

他的重相思想，都向我们透露出其理论系统中强烈

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取向，而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先

秦儒家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救世情怀。另外，荀子在

注重考察宰相行政能力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宰相的

道德修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仁且知的用人标

准。这与当下我们正在积极倡导的以德养廉的理

念若合符节，“养廉虽然受到社会政治体制、法制制

度、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与领导干部

政德修养密切相关。”［５］事实表明，领导干部的思想

境界和道德水平越高，他们服务民众的宗旨意识就

越牢固，对社会和人民就越有利。领导干部的道德

水平和为政的清廉指数是成正比例的。［５］足见荀子

在两千多年以前提出的选相用相标准，对于我国当

前的政治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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