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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人

们的重视， 但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

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 往往偏重于分析变

且同样是其变法内容的政治主张———愚民思

想。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

史事件本身一样，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

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 应当引起

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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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后， 其愚民思想经韩非

子的进一步发挥， 完全成为了秦的

指导思想。 “挟书令”的颁布和禁

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

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

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

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

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

推向了极端。

西汉建立后， 新的统治者感到

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

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

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 经过汉初采

用道、 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

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

舒等人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

术， 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

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

统。 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

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

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 但如果仔细

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

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

治者以一种更隐蔽、 更高明的手段

继承下来了。 汉初废除“挟书令”，鼓

励民间献书， 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

己讲学传授， 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

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

调整之中， 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

的放弃。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

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

新， 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

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

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

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汉代愚民政策所

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

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

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

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

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 他的手段

是刑罚的裁制； 汉武帝的统一思想

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 他的手段是

利禄的引诱。 ”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

手段和结果如何， 但商鞅愚民思想

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

而易见的。 （编者整理）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代，

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

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

政治家、 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

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

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

中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

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

和管仲。 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

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

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

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

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

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极力

反对开发民智， 要求从精神上、物

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

起争端的措施。 庄子则更是将老子

的观点绝对化，认为只有“绝圣弃

智”社会才能安宁。 管子也认为“昔

者圣人之治人也， 不贵其人博学

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 ”他主

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

任说。 ”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

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

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

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 而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的愚民主

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

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张愚

民之治呢？ 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

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

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秦国富国强

兵、完成统一大业，而在那个时代，

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从根本上讲，

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且在

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 商鞅也

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认为：

“民强国弱，民弱国强”，要想国家

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 不

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

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

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

内的平民。 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

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

先制其民者也。 ”“故有国之道，务

在弱民。 ”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

使民“朴”，也就是愚民。 他认为，人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

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只有

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 朴实忠厚，

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

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

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

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

就会更加牢固。“民愚则易治也”，

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

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

现愚民的具体措施， 归纳起来，大

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礼乐，尚法治。 在儒家学

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

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

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

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战国时

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

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

礼与刑”，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 商

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

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

于农战的目的， 而只会使人们更加

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

治是绝对对立的， 所以靠德治是不

可能治理好国家的， 而必须将法制

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

伪智谀。 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

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

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

民无变也。 ”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

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

锢人们的头脑， 使他们顺服于君主

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二、禁《诗》《书》，贱学问。 与儒

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

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

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

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

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 因此，他

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

虱”之首，是“亡国之俗”。 他认为，一

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

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

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 必贫至

削”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

《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

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

民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

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 在商鞅的

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

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

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 因此，

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

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

则不淫”，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

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议力

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

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

问、废弃《诗》《书》呢？ 商鞅认为，仅

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

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

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

情愿地鄙视学问。 为此商鞅提出禁

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

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

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

问，使他们专心务农。

三、废好恶、去享乐。 商鞅根据

其重视农战、 弱民强国这一思想，

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

恶的主张，在他看来，人们一旦有

好恶享乐之心， 就必定会产生忧

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

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 他说：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

淫则生佚。 ”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

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

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

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

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

受。 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

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

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

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

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

人民的反叛之心。 在物质方面，他

还提出要抬高物价， 加重税收，使

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

减少， 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

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

玩乐之中。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

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

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 他说，君

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

理现象。 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

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

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

们。 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

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

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

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

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 与废

《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

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

其功而不任其德”，不能以贤智作为

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 他

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

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而

“不滥富贵其臣”， 做到“有功者显

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更不能

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

爵。 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

授官的标准， 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

下自己手中的农活， 不务耕战，崇

《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

重农战、 贱学问、 使人们愚昧的目

的。 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

理国家时， 都应当按功行赏， 因为

“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

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

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

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为

此， 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

爵 20 级， 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

即赐爵一级， 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

种特权， 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

权， 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

作但却身居高官、 享受荣华的所谓

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

民”。 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

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

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

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 商鞅认为，一

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

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

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

中， 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

任他们议论朝政。 因为“说者成伍、

烦言饰词而无用”， 相反它还会起

到迷惑主心， 扰乱民意的作用，使

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

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

策相悖违的。 反之，如果国家除去

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

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

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其境

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

为技艺，避农战。 如此，则不远矣。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

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 ”鉴于

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

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

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

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

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

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

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这实际上

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

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

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

明法令”， 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

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一、商鞅愚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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