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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孙学峰  杨子潇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作为先秦时代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韩非

子思考国际政治的逻辑体系和主要内容。作者指出, 韩非子以人性追

逐利益和国家面临实力竞争的时代为基本前提, 强调趋利的国家必须

奉行法治,增强自身实力而不是依靠结盟和外交,才能维护国家生存,

为称霸奠定基础。韩非子认为,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目标的手段, 因此, 国家必须充分重视战争的意义,掌握发动战争的原

则和方法,善于赢得战争, 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韩非子的国家间政

治思想整体逻辑简洁清晰,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进行理论分析有

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韩非子  人性逐利  实力竞争  奉法图强

韩非子生于公元前 280) 290年之间, 是先秦时代法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

物。韩非子出身于韩国王室, 但属于旁支庶出, 因此地位并不显赫。据 5史

记6、5战国策6记载,韩非子不善言辞, 然而文章写得极其漂亮, 曾经和李斯一

起在荀子门下学习。当时韩国国内政局动荡,国外强敌环伺,韩非子数次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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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说服韩王采纳其政治主张, 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但是, 韩王对其意见

始终兴趣不大。

后来,秦王嬴政阅读了韩非子的5孤愤 6、5五蠹6等篇章,感叹到: /嗟乎, 寡

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0随即决定攻打韩国。韩王无奈赶紧召集韩非

子, 并遣其出使秦国,商谈缓兵之事。在秦国居留期间,韩非子因种种原因得罪

了上卿姚贾, 后者于是同李斯联合向秦王上书, 说韩非子毕竟是韩国贵族, /终

为韩不为秦0, /不如以过法诛之 0。秦王听信了姚李二人的建议,遂将韩非子

打入监狱。公元前 233年,韩非子在李斯的逼迫下服毒自杀。

通常认为, 韩非子是先秦时代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其思想主张涉及范围

较广。本文试图依据韩非子有关国家间政治及相关现象的论述为基础, 分析归

纳其思考国家间政治的逻辑体系和主要内容。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

分概述了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第二部分介绍韩非子国家间政

治思想的整体逻辑体系。第三和第四部分讨论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分析

前提:人性逐利和实力竞争的时代。第五和第六部分讨论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

想的主要内容:国家奉法增强实力和善于赢得战争。最后是结论和启示部分。

一、研究现状综述

学界有关韩非子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总体和宏观上

把握韩非子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¹ 另

一类则是深入研究韩非子思想的特定方面,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人口

思想、哲学思想、功利主义思想等。º 第二类研究中,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历来是

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于韩非子有关国内政治的思想观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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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冯友兰: 5中国哲学史 6,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版;郭沫若: 5十批判书 6,北京,人民出
版社 1954年版;刘泽华: 5先秦政治思想史 6,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萧公权: 5中国政治思想
史 6,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年版;本杰明# 史华兹: 5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6 (程钢译 ) ,南京, 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04年版; E. R. H ughes, ChinesePh ilosophy in C la ssica lT im es ( London: J. M . Dent& SonsL td. ),

1942。

封思毅: 5韩非子思想散论 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张纯、王晓波: 5韩非思想的历史
研究 6,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版;周勋初: 5韩非子札记 6,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林存光: 5韩
非子的政治学说述评 6, 5政治学研究 6200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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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论述则相对较少。目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叶自

成、庞瑄的5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6, 叶自成

5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6一书中有关韩非子的部分 5韩非子的权力 )

利益学说 6,以及蔡新德的5韩非子外交思想研究 6。¹

叶自成和庞瑄认为,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属于权力现实主义, 其主要

内容包括:人性趋利,因而国家也追逐利益; 国家实现利益的基础是国家实力,

而外交战略的作用并不显著;国家实力的提升则主要源于国内实行法治, 君主

强化权力也有助于国家实力的增长。应该承认,两位学者的总结提炼还是比较

中肯的, 但由于篇幅的原因, 很多内容都没有展开论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没有

说明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整体逻辑。在后来的专著中,叶自成教授在上述

论文的基础上又对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归纳整理,但仍

然没有阐明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整体逻辑到底是什么。另外, 从逻辑上

看, 两位学者把法治和强化君主权力平行起来, 作为增强国家实力的两个因素

似乎稍欠妥当,因为法治本身就可以增强君主权力。

蔡新德的论文以韩非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 /法术势 0为框架,提炼出了韩

非子的三大外交思想, 分别是法治强国武力外交 (对应 /法 0)、阴谋权术外交

(对应 /术 0 )以及君主独裁外交 (对应 /势0 ) ,并分别对三种外交思想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阐述。但是, 蔡新德的分析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缺陷。首先, 法、

术、势三个概念是韩非子分析国内政治时使用的,而国家间政治和国内政治存

在着本质差别,直接类推是否可行? 作者对此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说明。其次,

作者使用的部分支撑论据缺乏说服力。比如,作者不同意叶自成和庞瑄有关韩

非子轻视外交谋略的观点, 为此引用了 5韩非子 6文中一些对外交谋略的直接

描述作为论据,进而推论韩非子对于外交谋略赞赏有加。但是,仔细推敲,我们

可以发现,韩非子对外交谋略的论述均是从反面论证入手,其本意是为了提醒

君主不能过分依赖外交谋略。此外, 作者还忽略了 5韩非子 6书中多处直接斥

责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恰恰说明韩非子反对君主

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¹ 叶自成、庞瑄: 5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6,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1年第 12期;叶自成: 5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6,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31)
344页;蔡新德: 5韩非子外交思想研究 6,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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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倚重外交谋略。再如,论文中, 作者多处将原本讨论国内政治的论述当作

说明韩非子外交思想的论据,因而其相关结论较难令人信服。

还需注意的是,既有的三项研究都没有说明其使用 5韩非子 6的文献版本

问题。由于版本问题直接涉及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本

文所使用的版本及选择的理由。刘洋博士曾对5韩非子 6的版本问题进行过较

为细致的考察,仔细比较了现存善本的异同。¹ 在此基础上, 刘洋提出,当前研

究5韩非子6应使用朱宋本 (记载于 5韩非子校正6一卷 清 朱锡庚撰稿本 )校记

对比赵本 ( 5韩非子 6二十卷五十五篇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5管韩合刻 6本 ), 恢

复除异体字、同音字、俗字以外的朱宋本原貌, 并以此为底本。以乾道本 ( 5韩

非子 6二十卷 五十五篇 清嘉庆十年之前张敦仁影宋乾道本 顾广沂跋 )为第二

参校本,以藏本 ( 5群书补拾#韩非子6二十卷 五十五篇 乾隆五十二年 卢文弨

以道藏本 )为第三参校本进行研究。综合比较, 当代学者陈奇酞先生的 5韩非

子新校注 6º最符合上述要求, 同时汇集的异本也最多。因此,本文采用陈先生

的版本作为唯一版本。

二、思想逻辑体系概述

5韩非子 6一书推论说理的逻辑性很强,其有关国家间政治的论述也呈现

出这一特点, 即逻辑前提明确,推论严密,思想论述的整体逻辑非常清楚。概括

而言,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包括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人性追逐利益, /民之

故计,皆就安利, 如辟危穷。0»因此,作为人的君主也会追逐利益, 而君主代表

的国家自然也是趋利的, /邦以存为常, 霸王其可也。0¼ 也就是说,国家最低利

益是谋求生存,最高利益则是成为霸主。二是国家面临的时代环境是实力竞争

的时代, 即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 当今争于气力。0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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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 5阐释与重构 ) ) ) 3韩非子4研究新论 6,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年,第 143页。

韩非著,陈奇猷校注: 5韩非子新校注 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下引5韩非子 6均出自
该书。

5韩非子# 五蠹第四十九 6,第 1120页。

5韩非子# 喻老第二十一 6,第 434页。

5韩非子# 五蠹第四十九 6,第 1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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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整体逻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趋利的国家实现其利益的基础必然是增强实力, 而

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又决定了增强国家实力的根本在于奉法, 而非结盟和外

交, 即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0¹奉法就是执行严明、公正的赏罚, /圣人之

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 则民用。0 º因此, 奉法

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农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维护政治稳定,最终实现国家

富强,成就霸业, /不奉法 0的后果必然是国家衰弱和灭亡。在实力竞争的过程

中, 战争既是实现利益直接、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检验 /奉法 0结果的重要方

法, 因此,君王必须十分重视战争, /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 0», 必须了解赢得战

争的手段和方法。图-1反映了韩非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整体逻辑体系。

三、分析前提 ( I) :人性逐利

韩非子分析国家间政治现象的首要前提是人性自私, 追求利益。韩非子认

为,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人们行为的动因就是追求利益。 5韩非子6中有一段比

喻, /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鳣,妇人拾蚕, 利

之所在, 皆为贲、诸。0¼也就是说,人们捕鳣、养蚕而完全不害怕,就是因为有利

可图。

除了使用比喻,韩非子还使用了大量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说明人趋利的本

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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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非子#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6,第 803页。

5韩非子# 六反第四十六 6,第 1007页。

5韩非子# 解老第二十 6,第 421页。

5韩非子# 说林下第二十三 6,第 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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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韩非子看来,父母与子女之间是 /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0,以 /计算之

心相待0¹ ,夫妻之间是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 爱则亲,不爱则疏0。º 最亲

近的父子 /母子、夫妻之间都如此,其他人际关系就更不用说了。君与臣之间是

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 非父

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0;宫廷内部则是大家都盼着君主死去,以便为自己谋

求利益, /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 君不死, 则势不重, 情非憎君

也, 利在君之死也。0整个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想着自己的利益, /医

善吮人之伤, 含人之血, 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

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 则舆不售; 人不

死, 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0»总之, 韩非子认为 /夫安利者就

之, 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0¼

既然人都是逐利的,那么人君自然也不例外。在韩非子看来, 君主拥有权

力做出国家决策, 即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 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 以其威势

也0。½ 这样,君主代表的国家在国家间政治中同样也会毫不掩饰地追求利益,

具体表现就是在特定的外交事务中,计算和比较国家获利的多少。在 5韩非

子6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比如,越国面对荆国的进犯, 到底是选择割地还是交战呢? 大夫文种提出,

不能交战,因为 /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 必不克,不如赂之。0最终,文种的

建议得到了采纳, 越国 /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0¾又如,秦王面对韩、魏、齐

三国联军进攻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于是召见公子汜。 /王召公子汜而告

之, 对曰: -讲亦悔, 不讲亦悔。.王今割河东而讲,三国归,王必曰: -三国固且去

矣, 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讲, 三国也入韩, 则国必大举矣,王必大悔。王曰: -不

献三城也。.臣故曰: -王讲亦悔, 不讲亦悔。.王曰: -为我悔也,宁亡三城而悔,

无危乃悔,寡人断讲矣。. 0¿最终公子汜割地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不难发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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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非子# 六反第四十六 6,第 1006页。

5韩非子# 备内第十七 6,第 322页。

5韩非子# 备内第十七 6,第 322) 323页。

5韩非子# 奸劫弑臣第十四 6,第 279页。

5韩非子# 人主第五十二 6,第 1162页。

5韩非子# 说林下第二十三 6,第 513页。

5韩非子#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6,第 603页。



87   

这两个例子中,越、秦两国都无力击败对手, 在危亡 (较大损失 )和割地 (较小损

失 )两者之间,两国通过利益算计都选择了后者, 以维护本国的利益。

既然国家都要逐利, 那么 /利 0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国家是否存在根本的

利益呢? 韩非子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生存和称霸就是国家最重要

的利益, /霸王者, 人主之大利也 0¹ , /邦以存为常, 霸王其可也。0º也就是说,

国家的最高利益是成为霸主,而称霸的基础是确保国家的生存, 生存是国家最

基本的利益。韩非子出身于韩国,长期耳闻目睹国力孱弱、政策不当给自己国

家带来的生存压力,所以他对维护国家生存格外敏感。 5韩非子 6一书中,列举

了不少典故以警醒君主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国家的生存, 具体包括 /唇亡齿

寒0 (虞国之君因为贪图璧玉,被晋国灭亡 ), »仇由国国君贪图大钟而被晋国知

伯所灭等。¼

四、分析前提 ( II):实力竞争的时代

韩非子分析国家间政治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国家所处的时代环境。

韩非子认为, 世事变化, 国家要适应所处时代的特点, 因此 /圣人不期修古, 不

法常可,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0½在韩非子看来, 其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与

上古、中世发生了很大变化, 正处于国家展开实力竞争的时代, 即 /上古竞于道

德, 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0¾

为了说明这一变化,韩非子举出了不少例证。比如, 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

已经变化,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0再如, 上古的舜能

成功感化未开化的苗族, /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0,鲁国的子贡却不能

用仁义说服齐国不要讨伐鲁国, /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

也。,,子贡辩智而鲁削 0, 其原因也在于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 在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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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非子# 六反第四十六 6,第 1007页。

5韩非子# 喻老第二十一 6,第 434页。

5韩非子#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6,第 652页。

5韩非子# 说林下第二十三 6,第 511) 512页。

5韩非子# 五蠹第四十九 6,第 1085页。

5韩非子# 五蠹第四十九 6,第 1092页。

5韩非子# 五蠹第四十九 6,第 1092) 1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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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些例证说明,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 治急世之民,

犹无辔策而御駻马, 此不知之患也。0¹也就是说, 5诗经 6、5尚书 6中描述的先

贤凭借人格魅力称王的例子上古时代确实存在,可是当前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

了变化, 是实力竞争的时代, 更加冷酷无情。 /君人者, 国小,则事大国; 兵弱,

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 弱兵必服。0º实力较弱的国家

必须屈服于强国, 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即 /国小而不处卑, 力少而不畏强,

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0»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里, 只有实力强大才能防范外国入侵。 /故国多力, 而

天下莫之能侵也。,,国好力,此谓以难攻; 国好言, 此谓以易攻。0¼ 只有实力

强大才能进攻他国,取得胜利。 /故国多力, , ,兵出必取, 取必能有之; 案兵

不攻必富。以力攻者, 出一取十; 以言攻者, 出十丧百。0只有实力强大才能不

臣服于他人, 并接受别人的朝贡。 /故敌国之君王, 虽说吾义, 吾弗入贡而臣;

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 力寡,则朝于人。0½

总而言之,在实力竞争的时代, 实力不足就会灭亡, /无地固,城郭恶, 无畜积,

财物寡, 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 可亡也。0¾ 实力强大就能称王称霸, /乱弱者

亡, 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0¿

五、思想核心 ( I) :奉法图强

处于实力竞争的时代,趋利的国家无论要谋求生存,还是争夺霸权, 增强实

力都是国家最为根本的基础、君主最为明智的选择, /故明君务力0À。那么, 如

何能够增强实力, 实现国家利益目标呢? 韩非子认为, 最为根本的要素是国家

奉法;其次,要避免结盟和过分依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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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奉法是增强实力的根本

韩非子认为, 要增强实力, 最根本的是国家要奉法。 /国无常强, 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 则国弱。0¹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0º也就是说,

奉法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那么,为什么奉法能够使国家强盛呢? 在韩非子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人

的本性趋利。韩非子认为,既然人性趋利避害, 君王就可以利用这一特性,使用

/赏罚0两种基本手段治理国家。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 有好恶,故赏

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0¼而奉法可以确保赏罚公平无私,

进而增强国家实力,实现称霸的目标, /明于治之数, 则国虽小,富; 赏罚敬信,

民虽寡, 强。0½ /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 则可以致霸王之功。0¾相反,若不奉

法, 赏罚就有失严明公正, 国家也难以强盛, /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 地非

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 三代不能以强。0¿

具体而言,奉法提高国家实力的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奉法可以

提高治理效率,为国家富强奠定基础, /官治则国富; 国富则兵强, 而霸王之业

成矣。0À其次,一国总人口不变的情况下, 奉法可以增加从事农业生产和行伍

作战的人数, 从而增强农业实力和军事实力, /官行法, 则浮萌趋于耕农, 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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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归于战陈。0¹再次,奉法可以使国内政治稳定。 /故谨于听治, 富强之法也。

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0 º而且,只

要国家奉法、政治昌明, 外部的动乱就难以波及国内。 /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

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 适于不乱之术。0»此外, 奉法还可

以防止大臣勾结外部势力,削弱国家实力。韩非子指出, /其于诸侯之求索也,

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0也就是说,君主对国外的要求不能依据对方的国力进

行判断, 而是应该按照奉法行事。¼

为了说明奉法是增强实力的根本,韩非子还使用了不少例证,其中最为典

型的是周、卫两国的实践。 5韩非子 6一书中写道, /周、卫缓其从衡之计, 而严

其境内之治; 明其法禁, 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 天

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 则其伤大; 万乘之国, 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

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0也就是说, 周、卫虽然都是当时的小国, 但因

为奉法, 坚固了国防,提高了大国攻占的成本,有效吓阻了大国吞并的野心。

总体说来,奉法虽不能直接改变实力构成要素中国土面积或者国家人口等

客观因素,但可以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 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从而使国

家整体实力增强, 确保生存, 直至实现称霸的目标。

(二 ) 避免依靠结盟和外交

韩非子十分重视国家实力的作用,相信只要国家实力足够强大, 就能够解

决国际政治中的所有问题。韩非子写道: /挟夫相为则责望, 自为则事行。0½

/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 奚问乎? 自恃其不可侵, 则强与弱奚其择焉?

夫不能自恃, 而问其奈何也, 其不侵也幸矣。0¾ 也就是说,一国如能依靠自身力

量免遭侵害, 就不必关心别人的强弱。由于十分看重国家自身实力的作用, 韩

非子极力反对缔结联盟,并轻视外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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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避免结盟

韩非子认为, 在国家间政治舞台上,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往往不可靠,甚至

是危险的。与小国结盟,同大国交手难以赢得战争,根本没有实际利益, 甚至带

来损失。 /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 而交大未必不有

疏, 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 未见其利, 而亡

地败军矣。0¹

与大国结盟更不划算, 不但自己要损失领土, 君主的威望也会由此下降。

/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 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 效玺则名卑; 地削

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 而亡地乱政矣。0 º此外, 关键

时刻大国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不会援助小国。齐国进攻宋国时,本许诺救援的

荆国却坐山观虎斗就是典型的例证。 /齐攻宋, 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大

说, 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 -索救而得, 今子有忧色, 何也? .臧

孙子曰: -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恶于大齐, 此人之所以忧也, 而荆王说, 必

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 荆之所利也。.臧孙子乃归。齐人拔五城于宋而荆救

不至。0»因此, 一国不能过分依赖大国的救援, /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

而侮所迫之国者, 可亡也。0¼

可见,韩非子对与大国结盟抱有更深一层的敌意, 这大概与其出身在狭小

孱弱的韩国有关。因此, 他曾站在韩国的立场上, 提出拒绝与秦、魏等国结盟。

/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 恃齐、荆为用, 而小国愈亡。故恃人

不足以广壤, 而韩不见也。0½

21轻视外交

韩非子对外交极度不信任, 甚至是持厌恶的态度。他认为, /治强不可责

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 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0¾也就是

说, 国家富强不是通过外交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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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对外交活动更为深层次的担忧在于,外交可能会影响内政, 从而扰

乱国家政局, 削弱国家实力。 /外使诸侯, 内耗其国,伺其险之陂, 以恐其主曰:

-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 0¹如果君主过分依赖外交,大臣们就可能凭借国

外势力威逼利诱君王, /虚其国以事大国, 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

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0º在韩非子看来,这些大臣

/彼又使谲诈之士, 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 镇之以辞令,

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0最终的目标就是借助他国舆论

抬高自己身份, 骗取国君信任, 得到高官厚禄。 /内外之于左右, 其讽一而语

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 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0»更为严重的是, 大臣

们可能在国内纠集同党,勾结国外势力劫杀君主, 改变国内政局。据韩非子统

计, 周宣王以来臣下杀死国君的例子中,国外势力介入的占到了一半。¼

5韩非子 6书中列举了不少大臣勾结外国的例证。比如, 得到齐国支持的

公树主动将齐军引入韩国,打击了政治对手公仲,巩固了自己地位。又如,魏国

大臣翟璜私下请韩国进攻自己的国家,然后出面调停,以提高自己地位。再如,

赵国的宰相甚至对韩国的申不害说: /以韩重我于赵, 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

两韩,我有两赵。0½

为了杜绝大臣勾结外部势力,韩非子建议, 君主要赏罚严明,对外国暗中安

排的官吏严惩不怠,同时要赏赐立下战功的大臣。 /臣有二因, 谓外年也。外

曰畏,内曰爱。所畏之求得, 所爱之言听,此乱臣之所因也。外国之置诸吏者,

结诛亲昵重帑, 则外不籍矣;爵禄循功,请者俱罪, 则内不因矣。外不籍, 内不

因, 则奸宄塞矣。0¾此外, 还要严加提防派往外国的官员, /重言以惧远使0、/遣

使约其行介0, ¿即明里告诫他们,同时暗地里派人监视,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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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想核心 ( II):善于赢得战争

在韩非子看来,国家是否奉法,国家实力是否增强,最终都要通过战争才能

检验和实现。因此,他十分看重战争的意义, 认为 /夫战者, 万乘之存亡也 0¹。

/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 兵强而威立, 虽有后复, 莫大于此, 万世之利奚患不

至? 战而不胜, 则国亡兵弱, 身死名息, 拔拂今日之死不及, 安暇待万世之

利? 0º也就是说,战争胜利, 国家才能安全, 君位才能稳定,兵力强盛才能确立

威势;战争失败,国家危亡,兵力削弱, 君主身死而名灭。

根据历史上失败的例子,韩非子告诫君王, 要想赢得战争, 就应该吸取教

训, 避免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听信鬼神。 /龟策鬼神不足举胜, 左右背乡不足

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0»第二,容易冲动。 /主多怒而好用兵, 简本教

而轻战攻者, 可亡也。0¼第三, 心慈手软。比如,宋襄公妄言 /仁义 0结果身败名

辱。½ 第四,放松警惕。魏国的例子就是典型的例证。 /李悝警其两和, 曰: -谨

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 不信李悝。居数月,

秦人来袭之, 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0¾

那么,要想赢得战争, 国家应该遵循何种原则和方法呢? 韩非子认为, 首

先, 要 /慎战0, 即战争决策前, 要注意考察局势, 不打无准备之战。具体而言,

一要考察国家实力对比,确定凭借本国实力能够获得胜利。庄子反对楚庄王伐

越就是典型的例证。楚庄王认为,越国 /政乱兵弱。0庄子对此表示反对, /王之

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 庄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

也。王之弱乱, 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 此智之如目也。0¿也就是说,越国可能

较弱,但楚国比越国更乱、更弱, 怎么能打得过呢? 所以, 最好不要发动对越国

的战争。与之相反的例子是赵国出兵中山。当时, 赵国的李疵从中山返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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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赵王报告, 虽然中山国君看上去很贤明, 可是力气并没有花在富国强兵上, 国

家的实力比赵国要弱,因而可以进攻, 最终中山确实为赵国所灭。¹

二要确定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机。韩非子通过两个例子说明了战争时机的

重要性。例如,智伯无缘无故向魏国索取土地, 魏国国君不愿答应。但任章建

议可以答应, 原因在于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智伯愈加骄横, 另一方面会使邻国感

到更加恐慌, 从而有助于相关国家联合起来对抗智伯。待到那时再大战一场,

其结果必然是智伯战败。魏王听从了建议, 同意给智伯土地, /智伯大悦, 因素

地于赵, 弗与,因围晋阳。韩、魏反之外,赵氏应之内,智氏自亡 0º。再如,晋伐

邢国,齐桓公有意出兵救援。鲍叔牙则建议出兵的时间应尽量拖后, 因为参战

越晚,晋国国力的消耗越大, 齐国的相对实力就越强, 而且等到邢国灭亡后再出

兵会获得更大的赞誉,因为 /持危之功, 不如存亡之德大0。所以, /君不如晚救

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 其名实美 0»。齐王听从了建议,果然没

有马上出兵。

三要有比较正当的理由。韩非子认为,这样做并不是认同正义原则, 而是

更有利于发动战争,即 /此义于名而利于实 0¼。例如, 文公伐宋、越国伐吴之前

都先将对方的国君贬斥一番, 以增强发动战争的合理性。 /文公伐宋, 乃先宣

言曰: -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 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0 /越伐

吴, 乃先宣言曰: -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渊泉之池,罢苦百姓, 煎糜财货, 以

尽民力, 余来为民诛之。. 0½再如, 齐桓公因为家庭纠纷要进攻蔡国,大臣则进

谏, 希望换个有说服力的借口, /必不得已, 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 君不

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 曰: -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 0¾

其次,赏罚严明,增强实力。越王准备伐吴之前, /问于大夫种曰: -吾欲伐

吴, 可乎? .对曰: -可矣。吾赏厚而信, 罚严而必。君欲知之, 何不试焚宫室? .

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 -人之救火死者, 比死敌之赏; 救火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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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6,第 700页。

5韩非子# 说林上第二十二 6,第 466页。

5韩非子# 说林上第二十二 6,第 464页。

5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6,第 686页。

5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6,第 685、686页。

5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6,第 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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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 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 左

三千人, 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0¹也就是说, 一旦赏罚明确,人人即使面

对危险也会争先恐后,取得战争胜利自然是情理之中。

要做到赏罚严明,一要严厉刑罚。晋文公与狐偃交谈时,认为自己将几乎

全部财物都馈赠于民众、大臣,这样应该算是做好交战准备了。而狐偃却认为,

人民生活越舒坦, 越缺乏作战意志,因此应该 /信赏必罚, 其足以战0。 /不辟亲

贵, 法行所爱。0于是,晋文公斩杀了不听号令的宠臣, 百姓大为震惊, /皆惧曰:

-君于颠颉之贵重如彼甚也,而君犹行法焉, 况于我则何有矣! .文公见民之可

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 东其亩, 取五鹿。攻阳; 胜虢; 伐曹; 南围

郑, 反之陴。罢宋围。0º最终一举成就霸业。

二要关爱士兵。韩非子认为,作战非常危险,而能够让民众心甘情愿地去

打仗,俱往必须做到参战有功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 /夫耕之用力也劳,

而民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 曰:可得以贵也。0»

此外,要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官,这样才能战胜敌人。 /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 慈

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 慈

于器械则城坚固。0¼

最后,要注意战争策略。例如,进攻敌国时要先弱后强。周公旦先攻九夷,

商盖自然臣服就典型例证。 /周公旦已胜殷, 将攻商、盖。辛公甲曰: -大难攻,

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0½又如,适当欺诈敌人。

晋国舅犯主张对敌人使用欺诈之术,对此韩非子给予其高度评价, /舅犯所谓

-不厌诈伪 .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 所伐之国也; 后虽无复, 何伤

哉? 0¾再如,要致敌人于死地。 /阖庐攻郢, 战三胜,问子胥曰: -可以退乎? .子

胥对曰: -溺人者一饮而止,则无逆者, 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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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非子#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6,第 594页。

5韩非子#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6,第 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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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非子# 难一第三十六 6,第 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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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启示

韩非子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非常明确。他认为,在实力竞争的时代,

趋利的国家必须奉行法治, 增强自身实力, 才能维护国家生存, 为称霸奠定基

础, 而不能依靠结盟和外交。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手段,

因此,国家必须充分重视战争的意义, 掌握发动战争的原则方法, 善于赢得战

争, 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

韩非子特别强调国家只有奉行法治, 才能增强实力, 确保生存,进而称霸,

否则,就会衰弱、灭亡。客观地讲, 韩非子的具体结论 (奉法增强国家实力 )对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可能比较有限, 但研究思路和切入点, 即国

家实力地位取决于国家的制度选择,依然有助于我们关注、思考现代国际关系

理论中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通常认为, 国家制度的吸引力是国家软实

力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制度是否影响一国的军事实力? 如果有影响,那么两

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 又如,国家制度是否会影响国

家将实力资源转换为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再如,如果国家制度能够决定国家实

力地位, 那么国家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关注民主制

度的影响,是否还有其他的国家制度界定方式能够带来有意义的理论成果?

韩非子国际政治思想的整体逻辑十分清晰。其一,分析前提明确。韩非子

对国际政治现象的分析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人性趋利,二是当时处于实

力竞争的时代。其二,分析逻辑紧扣分析前提。具体而言,人性趋利决定了君

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也追求利益,其根本利益是国家生存,最高目标则是实现

霸权。实力竞争的时代环境决定了国家要实现利益目标,必须增强自身实力,

而不能依靠道德和计谋,如过分依赖结盟和外交。人性趋利的特征又促使国家

应当奉行法治,赏罚严明, 以增强国家实力, 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不难发

现, 韩非子的分析逻辑紧紧围绕其分析前提展开, 十分清晰且具有较强的说

服力。

这些特点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尤其是中国的研究人员, 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大部分中国学者在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理论分析时, 一般不大习惯明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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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说明逻辑推论的前提, ¹ 往往认为这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特殊做法。

而韩非子对国际政治现象的分析具有同样的特点提示我们,对国际关系现象的

理论分析要有明确的前提并没有国别和时代的限制, 而是进行有效理论分析的

必要条件。如果理论逻辑分析前提不明确,不但可能导致理论分析的逻辑问

题, 削弱理论逻辑的说服力, 同时会造成分析结论的应用条件比较模糊, 影响理

论解释的效力。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一代, 应当逐步适

应这一要求, 在进行理论分析时, 有意识地首先明确自己的分析前提,在此基础

上展开相应的逻辑推论,以提高理论逻辑的说服力和可靠性。º

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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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教授的研究是比较突出的例外,不但理论前提清楚,逻辑推论也与理论前提紧密相连。

参见秦亚青: 5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李彬教授主讲的5国际政治定量分析 6课程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这
一问题,并设计了相关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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