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天地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年（第15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3,Vol.15,No.1 

1.

荀子思想的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德春  [邯郸学院 邯郸 056005] 
 
[摘  要]  中国邯郸“荀子思想的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个人学术成果的核

心观点进行阐释，并回答听众的提问。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荀子思想的诠释与考证；荀子思想的历

史地位和价值；荀子人性论的意义与地位；荀子精神对燕赵文化的影响。荀子的思想体系包含丰富的思

想资源，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次学术研讨上出现了新的观点与考证，也有激烈的思想交

锋，更有对前人之学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是将荀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重要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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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龙年金秋，果实飘香；古都邯郸，鸿儒集会。

10月13日，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著名的荀子

研究专家云集邯郸学院，参加中国邯郸“荀子思想

的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邯

郸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协办，来自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台湾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邯郸学院、山东省社科联、河北省社科院等多

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

讨会。《中国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

读书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云集邯郸学院。这是邯

郸学院第一次举办重大国际学术会议，也是邯郸市、

河北省第一次举办赵国思想家荀子思想的地位与价

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它必将推进荀学研究的进程，

在荀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0月13日上午9时许，研讨会开幕式如期在邯郸

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邯郸学院

院长首先致辞。其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

长、著名《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黄朴民致辞，黄朴

民在致辞中再次强调了荀子思想研究在荀子研究及

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黄朴民在致辞中指出，

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这三个文化类型

中，思想文化无疑是重点，荀子思想具有体系的综

合性、理论的厚重性、学术的变异性、功能的入世

性、学术的汇通性，沟通先秦与后世、影响的深远

性。 
其后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介绍了会议筹备

情况。其后邯郸学院院长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

涛先生共同为“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揭牌，宣

布“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开幕式后，举行了研讨会的首场学术报告会。

首场学术报告会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和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柯马丁（Martin Kern）共同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系东方朔（林宏星）首先发言，其论

题为《“可以而不可使”——以荀子〈性恶〉篇为中

心的诠释》，复旦大学哲学系东方朔认为，“可以而

不可使”是荀子在《性恶》篇中回答“圣可积而至”

而实际上却“皆不可积”的自难时之著名命题，一

方面，荀子在理论的普遍性上以“可以”承认人可

积而至圣，另一方面，荀子也注意到理论的“可欲

性”在实际世界中可能遇到诸多曲折与“意志无力”

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先生发言的论题是

《〈荀子• 性恶〉引“孟子曰”疏证》（荀子对孟子性

善论的批判），梁涛先生指出，东汉赵岐《孟子题辞》

云又有外书四篇，《孟子》实际上有十一篇，《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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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文志》亦云《孟子》十一篇，《风俗通义• 穷通》

亦云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中即相当于内篇或内

书，指现存《孟子》七篇，再加上《孟子》外书四

篇共十一篇，因《孟子》外书中有《性善》，故荀子

有《性恶》之作，荀子《性恶》乃针对《孟子》外

书中之《性善》而发，荀子反孟子实际上是反《孟

子》外书之《性善》篇，明乎此，围绕《性恶》所

引“孟子曰”的种种困扰便可迎刃而解了。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周炽成发言的论题是《荀

子乃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周氏认为荀子不可能

写《性恶》，《性恶》很可能是西汉中后期的作品。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研究所李哲贤发言的论

题是《荀子性恶说之意义与定位》，李哲贤认为若无

性恶说之建立，礼仪或善伪论即无存在之意义，盖

性恶说乃荀子之礼仪或礼仪之统之理论依据，此正

如孟子之性善说系其学说之理论依据，依此，性恶

说在荀子学说中实占有中心之地位。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郑宰相发言的论题是《朝

鲜儒者之荀子观——以性恶说批判为中心》，全面介

绍了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时期之儒者对于荀

子性恶说之批判。 

二 

第二场学术报告会由复旦大学哲学系东方朔

（林宏星）和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研究所李哲贤共

同主持，台湾大学哲学系佐藤将之首先发言，其论

题为《〈荀子〉“礼治论”的思想特质暨历史定位》，

佐藤将礼思想区分为礼论、礼制论、礼治论，荀子

之礼治论具有若干思想特质，具有超越一王朝、一

国家之理论视野，是能够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与生存方式之政治哲学。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通识教育学院杨秀宫发言的

论题是《荀子“统类”及其哲学之研究》，杨秀宫认

为在荀子哲学研究中除“心性论”与“名实论”之

进路外，还可以“统类”为进路，在荀子学说中最

高境界之思维就是“统类”思维，“统类”思维具有

无限的发展潜力，经由“统类”及其哲学之研究重

审荀子学说的历史定位。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伍振勋发言的论题是《秦

汉时期的荀子形象：“大儒”论述的三种类型及其思

想史意义》，伍氏认为《尧问》篇荀子不及孔子是儒

者自我认同的语境，《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是儒、

道相争的语境，刘向《荀卿书录》是攸关经籍、传

记分野的语境，分别代表三种大儒形象，反映了论

述者不同的时代意识与道德系谱，因而具有思想史

意义。 
第三场学术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

先生和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共同主持，清华大

学历史系廖名春首先发言，其论题为《〈荀子•天论〉

篇“大天而思之”章新诠》，廖名春通过改动《荀子

• 天论》篇原文、否定杨倞注得出荀子并不主张“勘

天”、 并不主张“征服自然”、 并不主张“人定胜

天”的结论。 
贵州亚泰职业学院王天海围绕《荀子校释》进

行了发言，王氏表示其《荀子校释》需要修订，《古

逸丛书》本是最好的《荀子》版本，注释和研读《荀

子》当以《古逸丛书》本为底本，研究荀子思想首

先要有一个好的《荀子》校注本，王先谦本子有的

《荀子校释》都有，王先谦本子没有的《荀子校释》

也有。在其发言后的提问研讨过程中，佐藤将之介

绍了《古逸丛书》本日本刻工的一些情况，佐藤认

为《古逸丛书》本虽是仿宋刻本，但其渊源有自，

是可信、可靠、优良的本子。廖名春认为《古逸丛

书》本不如宋浙北刻本，宋浙刻本是最好的《荀子》

版本，注释和研读《荀子》当以宋浙刻本为底本，

至于宋浙刻本残缺的十来页，可据《古逸丛书》本

补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柯马丁（Martin Kern）

发言的论题是《〈荀子〉的诗性风格》，柯马丁认为

《劝学》并非线性论述之作，而是代表了一种复合体，

《荀子》并非个人著作，而是搜集的不同文本的集合

体，现在的学者不必过度去关注《荀子》三十多篇

每一篇的作者到底是谁，那已经很难考证出来，更

应该关注的是它的文本内容。 
第四场学术报告会由武汉大学哲学院储昭华主

持，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杨海文首先发言，其论题

为《司马迁对“孟荀齐号”语法的确立》，杨氏认为

即便“尊孟贬荀”已然成就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下

的“硬语法”，“孟荀齐号”依然是事实判断、客观

叙事下的“软语法”。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所惠吉兴发言的论题是《荀

子对宋代理学的影响》，惠吉兴认为荀学是宋代理学

家无法绕过的一座理论高峰，荀学构成了宋代理学

家思想建树的重要资源和动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刘涛发言的论题

是《荀子在宋初儒学的地位及其影响》，刘涛认为宋

初之儒对荀子多持肯定态度，孙复、石介等提出包

括荀子的“五贤人”，苏洵、曾巩提出包括荀子的“四

君子”，欧阳修孟荀并提，此与理学家排荀迥异。 
香港教育学院郑吉雄发言的论题是《清儒文集

所见荀子文献管窥》，郑氏认为搜集文献于荀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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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未为无助，郑氏抄录部分清人文集有关荀子

之资料计四十八条，很粗糙，尚需校改。 
第五场学术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

喜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李晨阳共同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干春松发言的论题是《荀子与

儒家在战国政治转型中的秩序安排》，干氏认为荀子

将儒家贤者居位理想与按职论官的政治实践结合起

来，在战国后期政治统一之趋势下，统一之国家需

要大量技术性人才，此类人不一定以某种价值立场

作为被任用之前提。 
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刘又铭发言的论题是

《徐干的哲学典范及其荀学性格》，刘又铭认为荀子

哲学蕴涵着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亲和度的普遍形

式，以此便可以一全新之视角来诠论徐干的哲学。

徐干《中论》，跟《中庸》一样，都是对荀子哲学“礼

仪即中道”的一个延续和礼赞。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张奇伟发言的

论题是《荀子圣王思想浅议》，张氏认为荀子从“圣”

与“王”的内在联结机制讨论这一独特人格，其深

刻性和完整性令人瞩目。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王楷发言的论

题是《治气  养心  修德——早期儒家自然人性论

背景下的工夫论进路》，王氏认为随着自然人性学说

的逐渐成熟，早期儒家这一以乐成德的修养进路在

荀子这里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高度哲学化的工夫论

典范。 

三 

第六场学术报告会由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周炽

成和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郑宰相共同主持，武汉大

学哲学院储昭华发言的论题是《从身心关系视角看

荀子对法家的扬弃及其对儒家文化的意义》，储昭华

认为荀子通过借鉴法家而形成了新的身心观，对孟

子理路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发言的论题是《荀

子与儒家文论精神》，袁济喜首先认为《乐记》为不

同来源之材料拼凑而成，其形成年代当晚于荀子之

《乐论》，《乐论》为系统之论说文。其次认为荀子确

实与《中庸》、《易传》有关系，李泽厚作《荀易庸

记要》，将《中庸》、《易传》与荀子思想联系在一起

是有道理的。再次认为荀子之符合文化人类学之文

论思想是超越孟子之文论思想的。又次认为荀子之

文论思想对后世是有深远影响的，《文选序》之文学

进化观、通变观都是继承荀子文论思想的。《文心雕

龙》受到荀学、易学的影响要大于受到孟学的影响，

《文心雕龙》之文学进化观、通变观都是继承荀子文

论思想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李晨阳发言的论题

是《荀子“称情而立文”命题如何成立》，李晨阳认

为荀子“称情而立文”命题得以成立的唯一前提是

存在中性的“情”。 
山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路德斌发言的论题是

《道德之阶层与孟、荀努力之方向——论儒家伦理学

的两种形态及其意义》，路德斌认为孟子的伦理学以

义务或要求为特征，而荀子的伦理学以欲望及其实

现为特征。 
第七场学术报告会由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刘又铭和山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路德斌共同主

持，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邓小虎发言的论题是《〈荀子〉

中“心”与“道”关系的再探讨》，邓小虎认为通过

对从“知道”到“可道”并到“守道”这一系列过

程的考察，可以了解“心”与“道”之关系，以及

两者和行为的关联。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赵国华发言的论题是《荀

子军事理论述略》，赵国华认为在先秦儒学发展史

上，荀子比较重视军事研究，荀子对于战争、战争

指导和军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

完整的军事理论，为先秦儒学做出重大贡献。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周振国发言的论题是《荀子

治学精神对燕赵文化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周振国

认为荀子的治学精神包括以我为主、综合百家的思

想立场，经世致用、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以及客观

理性、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对

子思、孟子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其他学派的批判、综

合，反映了荀子在学术研究中的毫无顾忌又大公无

私的品质，正是这种科学精神使荀子能够不仅集儒

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发

言的论题是《平等社会下的礼仪等级》，贝淡宁认为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荀子的礼制思想后发现中国

礼制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高层次的公平精神，在这

个更高的平等精神下再分等级。贝淡宁认为西方过

去是误会了中国传统礼制次序的平等精神。 
最后北京语言大学博士杨德春代表本次学术研

讨会的东道主邯郸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代

表荀子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邯郸地区的父老乡亲发

言，杨德春发言的论题是《重新评估荀子思想的地

位和价值》，杨德春认为荀子年寿长高，荀子的人生

经历对其思想必有影响，荀子人生有百年跨度，其

思想必有变化。荀子年五十以前是完全可以独立存

在的一个时间段，这是荀子生平分期的第一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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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之为荀子早年时期，荀子在其早年时期之思想

可以称之为荀子早期思想或荀子前期思想。荀子居

于稷下学宫之人生阶段是荀子生平分期的第二期，

可以称之为荀子中年时期，荀子在其中年时期之思

想可以称之为荀子中期思想。荀子適楚而春申君以

为兰陵令及之后是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时间

段，这是荀子生平分期的第三期，可以称之为荀子

晚年时期，荀子在其晚年时期之思想可以称之为荀

子晚期思想或荀子后期思想。荀子思想的地位和价

值要依据荀子思想三期变化的实际情况分别加以评

估，只有对于荀子早期思想、荀子中期思想、荀子

晚期思想的地位和价值分别进行具体分析而分别加

以评估才能够消除荀子思想的所谓矛盾，使荀子思

想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得到一个比较科学和比较接近

于荀子思想的实际情况的解决。 

 
 

Over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Xunzi Thought”  

 
YANG De-chun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05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attende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Xunzi 

Thought” in Handan, China, explained individu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core viewpoints, and answered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The conference developed mainly around following them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 of Xunzi thought;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value of X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meaning 
and status of Xunzi thought; the influence of Xunzi thought on Yanzhao culture. Xunzi’s ideological system 
contains rich thought resources, has valuabl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conference, there 
were new ideas and research, fierce confrontation of ideas, and also further development from the previous study. It 
w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conference which would promote the study of Xunzi to a new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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