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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与法家思想/中国文化知识读》

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
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
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
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
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
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
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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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与法家思想/中国文化知识读》

内容概要

这本《韩非与法家思想》由金开诚主编，金东瑞编著：法家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派别，而韩
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广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人物。法家的思想影响深远，中国数千年来君主集
权的思想，或多或少是受法家所影响的。本书就是阐述韩非子的思想渊源、生平事迹及主要思想，亦
深入浅出地介绍法家思想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和核心思想体系。
    《韩非与法家思想》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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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法家思想的时代背景二  韩非的思想渊源三  韩非及其主要思想四  《韩非子》中的寓言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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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家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派别，而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广为人知的重要历史
人物。法家的思想影响深远，中国数千年来君主集权的思想，或多或少是受法家所影响的。本书就是
阐述韩非子的思想渊源、生平事迹及主要思想，亦深入浅出地介绍法家思想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和
核心思想体系。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
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在百家之中法家很特殊，法家没有什么明确的创始人，更没有开门立派，
四方讲学。法家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潮流，法家人物也多是政治活动家。公认的最早走法家路线的是春
秋前期齐国的管仲。一般认为，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
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则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作为先秦诸子中对
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
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
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作
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
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
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
罚，迷信法律的作用，等等。　　历史从哪里来，思想就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天我们试着分析法家思
想，就必然要从产生法家思想的那个时代说起。这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客观、更深入地理解法家思想
的实质是大有裨益的。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政治背景　　西周时期，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
贵族集团在政治上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分封同姓、异姓诸侯，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
宗法等级社会；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土地被划分成类似井字形的方块，受封的各级奴隶主对被分封
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自称“天子”的周王以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这个时期的社会特点，用春秋末期思想家孑L子在《论语·季氏
》的话来说，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此相应，西周统治者用周礼来巩固、加强其统治。相传
“周公制礼”，即在周公的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习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
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与这套礼制相适应，西周统治者在政治法
律思想方面所实行的就是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其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尽管提出“以德配天”说，但“君权神授”的神权思想仍占
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学在官府”，文化教育完全由官府控制，奴隶主贵族子弟也只能去官府求学
。整个社会保持着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然而，当西周这个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
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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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韩非与法家思想》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该书在深入挖
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
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
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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