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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过商鞅、荀况和韩非，真心觉得还是读原典好啊。看重的只是法家和儒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人性论。之前读《孟子》，怀疑儒家过于天真，读到荀子的《性恶》，也不见得可靠，76年版本一直
带着阶级论，人民群众有那么可靠么？怀疑到马爷身上。道德又是不是靠得住呢？似乎倾向于无政府
主义了。
目前的一点结论是，大概人性本无所谓善恶，天生有欲望而已。一味满足自己，易走向恶，由此用道
德和法律来合理约束这种欲望，从而让大家都能活下去。至于善，本性是否真的有仁义礼智这四端，
倒不能肯定了。哈耶克的某位老师说道德不全出自于理性，我就更糊涂了。至于国家和人民，从来赞
同人们为了更好地彼此相处而让渡部分权力，构成政府机构，使之制定规则，为人民服务。所以对于
“使民”是很不认可的，当所有人的具有同水平的智慧之后，会如何?
2、历代法家著作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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