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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央的「法」

趙武靈*

@商恥的「法」起強於「利民 J 而且他的目標是及於天下;但以其行於泰

國之政的效用來看，完全依賴於「嚴刑」、「重法 J 並以之為唯一標準的

結果是有偏差的 r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當時他的強國理

論也許能使人民免於亡國之禍;但峻法嚴刑之苦卻不是另一種傷害嗎?

叫‘﹒

月ilJ i忌

在接觸〈韓非子〉時，眼見他批判商缺「徒法而無術......公孫驗之泊秦也。

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

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

而已矣。 J ( 註一 )。其言在褒揚商君之餘亦有貶意，所以使筆者在稍解〈韓非

子 〉之後，便有了一讀(商君書 〉的渴望。

本文欲以「法」的必要性、來源、目的、對象以及方式作為進路，並分別予

以探討。其質拙作因時問倉促，只能算是一份、心得報告 11 其中必有許多脫落

錯誤之處，尚中斤蒞臨諸位不吝指教。

人性宜于利:

*哲學系 84 年大學部畢業。
註一<韓非子> • (定法篇〉

「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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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商缺之前的齊法家(如管仲)或三晉的法家(如魏的李克) ，或是商

缺之後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一一人性好利。因為亂
世的洶湧波濤之中，人性的淡薄脆弱是很顯而易見的，許多為了個人利益，放棄
了種種道德規範而犧牲他人的慘例比比皆是。因此求實證的法術之士即因此認定
了他們觀察的結果:唯有以人所好的、利，來引導，以人所惡的、害，來驅策
他，才是長久可行的方法。而道德規範只能用於治世，不能、撥亂 11 因而才不
被講究普效性的他們所採納。

其實也唯有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亂世，才會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一一所爭
的焦點不外乎是如何由、亂，入、治，。即使是道家、儒家等尚寡民、仁愛的門

派，也不過是提出他們所認為的一個、治，的理想境界/方法而已。「名與利交

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所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 J (註

二)、「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 J (註三)當然和之前的法家
一樣，商棋也主張、人性好利惡害 11 而且也看清了人心深處最希望能、不勞而
獲，的劣習 r 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 1
(註四)當時蔚為風行的縱橫家，他們只要能飽讀詩書，能以一己之奇智逆理;

遊說君王就可以得到豐賞厚賜 r 商賈之士供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 J (註
五)或是將他人的生產所得賤買貴賀，搬有運無，屯積居奇即獲大量利潤的富室

巨賈一一這些人都不需要流血流汗的辛苦賣力，卻能集富貴於一身。相反的「百

姓曰 r 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
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 j 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 J 豪傑務學詩書，
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 J (註六) r農戰之民千人，而
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殆於農戰矣! J (註七)對那些辛勤耕作的農民
或效命疆場的戰士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不平與誘惑 r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
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J (註八)但是商缺卻更明白的指

出 r 今世主有地方數干里，食不足以侍役寶倉，而兵為鄰敵臣。 J (註九)
、國家。這個團體之所能維繫'、生產，、、自保，是其不可或缺的兩大基礎。

註二<商君莒> ' (算地篇〉
註三<商君曹> ' (君臣篇〉
註四<商君會> ' (且是戰篇〉
註五<商君曹> ' (算士也編〉
註六<商君草草> ' (且是戰篇〉
註七<商君會> ' (農戰篇〉
註八<商君會> ' (農戰第〉
註九<商君曹> ' (算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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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棋勝自旬喝亦大矣。 J (註十)一旦這種想、不勞

而獲，的人多了起來，不僅整個團體的生產成果都會被他們消耗，而且他們還會

成為一種錯誤的示範一一許多心慕富貴的人民都會以他們為成功的榜樣，放棄原

本操持之正業，而朝最能博得富貴的方向:、縱橫，與、經商，去努力。「好辯

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J (註十一)最後圈內只臉一片浮言 'et貧且弱，不

僅無力向外，連自保都成問題。「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

之利也，為天下治天下。 J (註十二)他認為君王若真有使天下治的仁心，就必

需成就其王霸之業。而要稱王於天下，就要集中國力向外發展，因此要以「法」

搏民於農、戰，將「刑」、「賞」作為手段一一除了要消極地處分那些不事生產

/戰鬥的情民、旁民之外，更要積極地把賞賜的對象限於少數從事農耕、戰鬥的

農民/士兵。「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 J (註十三)、「意民之情，其所欲

者，田宅也。 J (註十四)而民之所好，莫過於爵祿田宅，所以君王的賞賜必先

投民之所好，並以「法」限制其「刑」、「賞」的範圍一一僅讓勞苦功高的人獲

得豐厚的賞賜，因為這樣不僅使他們更致力於其業，更能鼓動其他心慕富貴的人

民都起而為國效力，進而達成其一匡天下的大願。

仁義之不足恃，唯法可治:

商缺之所以「法」為治而否定了仁義，有下列的幾個原因:一、他認定了歷

史是會改變的一_r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宮。」

(註十五)所以、仁愛，的想法對這個靠階級統治的時代而言，是不合時宜的。

二、君王要為政治民，除了要顧及整個歷史環境的變動之外，當時人民的習性也

是要考慮的 r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民愚，則易力而

難巧;世知，則力可以勝之。 J (註十六) ;而「今世巧而民淫。 J (註十七

) , r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 J (註十八)商缺針對當時人民多智而缺

力，且淫巧多偽的通病，所以他認為「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

註十<商君會> ' (農戰篇〉
註十一<商君書> ' (農戰篇〉
註十二(商君書> ' (修繕篇〉
註十三<商君書> ' (算地編〉
註十四<商君曹> ' (練民篇〉
註十五<簡君會> ' (開賽篇〉
註十六<商君會> ' (算士也鱗〉
註十七<商君害> ' (算地篇〉
註十八<商君會〉﹒〈開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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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J (註十九)也就是說，無論從整個大環境的潮流，或從當時的民性來看，法

治在在都是必需的。三、「法」的強制力一一「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

之謂也。 J (註二十)它並不能改變人的本性，卻能迫使人的作為改變而收到實
效。四、商缺認定號稱、仁義，者自以為、仁義，可以為民帶來幸福的想法是錯

誤的，因為那反而有害於民一一「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
惡; Jlt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異，不可不察

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憂則思，恩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快。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

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
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 J (註二一)、「此吾以殺刑之返於德，而

義合於暴也。 J (註二二)強調、仁義，者本於愛民，但人民反因其愛而放縱無

度，引起大亂;倒不如以民之所惡的、刑，、、法，來加以約束管理，則人人都

不敢為亂，自然安其居、樂其業。以此方式、利，民，那才是真的、義，。五、

仁義只是少數人的、自我要求 11 對大團體並無約束力一一「仁者能仁於人，而

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

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
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 J (註

二三)、「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 J (註二四)總而論之'

、仁義，除了不能真的、利民，之外，也不具有任何的強制力，所以它僅能治

寡，而不能為園。勉強為之，則國必至削、亡一一「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

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 J (註二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俠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
也。亂有贊則行，淫供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 J (註二六)、
「六畫畫日禮樂，日詩書，日修善，日孝弟，日誠信，日貞廉，日仁義，日非兵，

曰羞戰。 J (註二七)、「圓富則淫，淫則有益，有益則弱。 J (註二八)在國

家裡談論這種近乎無用的道德信條，他認為是一種在國富後的淫俠之徵，若不依

「法」予杜絕，必將有害於圈。

「法」的來源/目的/對象:

在這個「強國事兼併，弱國務力守」的大環境下，要先使圓家能有基本的生

存、自保，然後才能向外發展，稱王天下。 r 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J (註二

九)商祺很明白的指出，唯有農、戰才是使國家富庶、強大的不二法門一一要能

自保，甚至要擴張領土都要有武力，而武力的維持，就需要強大的國力作為後

盾。而以當時的情形，農業無非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國力一一沒有食糧就沒有民

力，這是十分明顯的。「好惡者，賞罰之本也。 J (註三十)、「善為國者，其

教民也，皆作萱而得官爵 J (註三一)、「日攻敵之國，必哩。塞私道以窮其

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耍，然後致其所欲。 J (註三二)、「故

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

於戰，則民致死。 J (註三三)因人性好利，唯君王以「法 J 規範其謀利之途

徑，並將之限於農戰，使人民不得不為富國強兵符王天下的大業盡力。簡而言

之 r法」的目的在於「強國 J 而要「強國 J 就要做到「止民姦」、「去宮

邪」、「尚農戰」、「絕虛辭」、「絕亂私」。而「法」所管理的對象是人民、

官員及國君 r民弱國疆，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J (註三四)、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

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

禮。 J (註三五)人民是國家的基礎。如果民性乖展集驚，犯上抗命，那國家就

勢必衰弱。強國之重任，首在導正民性，以嚴格的「法」加以規範，使其放棄營

一己之私的念頭，而服於公利。當所有人民都奉公守法時，國家基礎才算穩固;

「常官則國治 J (註三六)、「有道之國，治不聽君。 J (註三七)、「過舉不

匿，則官無邪。 J (註三八)、「法明，則官無邪。 J (註三九)官員是幫助君

註十九<商君會〉﹒〈開鑫驕〉

註二十<商君會> ' (錯法篇〉
註二一<商君會〉﹒〈開鑫編〉

註二二<商君會> ' (開塞篇〉
註二三<商君會> ' (直策篇〉
註二四<商君會> ' (定分篇〉
註二五<商君會> ' (去理衛〉
註二六<商君會> ' (說民衛〉
註二七<商君會> ' (斬令篇〉
註二八<商君會> ' (說法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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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理人民的，如果為官不以其功，那麼下必積怨於上，而且國富後的所得都將

落入私囊，因此法令對官員的約束也是很重要的;如「使商不得總 J (註四十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 J (註四一) , r 事末利及怠而貧

者，舉以為收孽。 J (註四二)若要人民戮力於農、戰，除了要使不務農、戰者

受到抑制、甚至懲罰外，更要讓力於農、戰有功者獲得厚賞。為因應這樣的政

策，整個賞罰體制非要以法律明白規範不可 r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

賞必盡其勞。 J (註四三)、「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

。 J (註四四)相對的，談說縱橫之士的晉用褒揚也勢必要停止，而代之以客觀

的「功」作為行「賞 J 的標準，無功不賞 r 因法而治，君臣所共操也。 J (註

四五)、「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 J (註四六) 0 r 法」是全國都

要遵守的準則，凡事要按「法」而行，而排除私人的好惡臆度。其實對商缺而

言 r 法」並不是一個外來於民的宰制力量，他說 r 法者，所以愛民也。」

(註四七)、「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為治而去法令，

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 J (註四

八)、「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 J (註四九)、「察民之情以立法，

不法古、不修令、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

成治。 J (註五十)、「民本，法也。 J (註五一)人民之所以立君長，是因為

希望天下得治，而按照民情意願立法、行法，就不是一種由君王強加的外在壓迫

一一「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 J (註五二)、

「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 J (註五三 )在這種本於民的

清楚、客觀規範下，一切的作為只要合於「法 J 皆無所謂仁慈、殘暴而言。

「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缸揖也。 J (註五四)放棄了

註四十<商君會> ' (墾令篇〉
註四一<商君會> ' (墾令篇〉
註四二:見〈史記λ ， (商君列傳〉

註四三<商君書> ' (弱民衛〉
註四四<商君會> ' (農戰第〉
註四五<商君會> ' (修權篇〉
註四六<商君會> ' (修構篇〉
註四七<商君會> ' (更法寫〉
註四八<商君會> ' (定分編〉
註四九<商君書〉﹒〈算士也篇〉

註五十<商君會> ' (壹言篇〉

註五一<商君會> ' (直策篇〉
註五二<商君會> ' (賞刑為〉
註五三<商君會> ' (聾策篇〉
註五四<商君會> ' (弱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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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想治圈，無異是緣木求魚。

行「法」的方式:

「法」是一種人人都需遵守的規範，下至黎民，上至君王都無所例外。而它

之所以被遵守，除了客觀的條文之外，就是具體的強制力一一「刑」與利益一一

「賞」。不論身分，一旦違「法 J 就必受其制裁。商驗對執「法」公平性的重

視可以從他縣、則太子師傅的史實中了解(見商君列傳)。而「法」所欲消除的

就是所謂的六畫畫、十者、辯慧、禮樂、慈仁、任舉、姦民等人。因為這些人「國

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宮而長。 J (註

五五)其所得皆不因其「功 J 復不受「法」的規範/約束，這是對團體有損害

的，因此商棋力主予以重罰，以強調「法」的尊嚴。在執行「刑」或「賞」這兩

種方式之前，商棋也注意到了人民對「法」必須先有一個了解，然後才能使其守

「法」。他在行「法」的特點是一 、「明法 J 二、「連坐/告姦 J 三、「刑

九賞一 J (註五六) ，四、「重刑止刑 J (註五七)。他強調要「諸侯郡縣皆各

為治一法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間法宮，故天下之吏

民，無不知法者。 J (註五八)使民「以更為師」來學習/明白法律，以求貫

徹。「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 J (註五

九)並以「賞」鼓勵/ r連坐之刑」惘嚇，使人民不能相互隱藏其罪。最重要的

是，他主張王者必需多刑而少賞 r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

害也。 J (註六十)因為賞薄則民不以為樂，刑少則民不畏懼，因此他要以「

刑」的多，相對的提升「賞」對人民的價值，更要以「刑」的重，使得人民不敢

犯罪。如此才能保證「法」的徹底執行。

批判:

商缺在建立「法」的理論時，所採用的是一個起於「利天下」的觀點一一他

認為君王、國家甚至法律的目的，都是為了人民，所以一切的行為(包括來自君

王的賞罰)只要合於公共的「法 J 便沒有所謂的仁慈或殘暴。整個國家的、

利，之所在，也就被他等同於全民的、利，之所在。因此在確定農、戰能增產報

園、捍疆拓土，是有、利，於國之後，他就立「法」、行「法 J 以實際的「

> ' (弱民篇〉
> ' (開塞篇〉
> ' (說民篇) , (開塞篇) , (新令篇〉
> ' (定分篇〉
> ' (開鑫鱗〉
> ' (外內篇〉



p ~ 

268 陳E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商軟的「法j 269 

刑 J 、「賞」脅迫/干IJ誘人民不得不往此道而行;而其他的道德/才能一一如禮

樂、孝梯、辯慧、詩書等都只是個人的表現，不能為整個國家帶來利益，所以他

將之名為「淫道 J 並一概予以否定。人民只要「愚 J 只要「搏於農戰 J 只

要「明法」就好了。個體只是團體的一分子，因此不能造成團體利益的行為，對

他而言都是錯誤的。當然，戰國時確有許多「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說害，對他們

而言，道理可以在舌尖上任意扭曲，只要於己有利，矯情違實之論不絕於君王四

周。而許多誤聽人言的君王在這樣劇變的一個時代中也慘遭亡國之禍。這樣的時

代浪潮與震撥給商映的影響，是我們今人所可以體解的。不過主要在於他對、個

人在群體，中的過度貶抑，及、目的利民，即可不顧手段，無所謂道德，的問題

之上犯了大錯:他所求的是實際上的、速效的團體利益;但如果民愚而無德，則

長遠的眼光和永久的利益就不可得了一一如果商棋本人當初即為「愚民政策 J 所

制，那也不可能提出一套這般長遠的霸業構想。當然，所有人都從商或成為說害

是一種社會的偏差發展，不過卻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政、商之價值，否則這只是

為了避免一種偏差而落入另一種偏差中罷了。至於、目的，與、手段，上必需協
調而不相違背的道理，在此則不作綴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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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商映的「法」起始於「利民 J 而且他的目標是及於天下，若說他的「法」

是起於「欲天下治」的「仁 J 筆者個人是不反對的;但以其行於秦國之政的效
用來看，完全依賴於「嚴刑 J ... r 重法 J 並以之為唯一標準的結果是有偏差
的 r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兔而無恥。」當時他的強國理論也許能使人民免

於亡國之禍;但峻法嚴刑之苦卻不是另一種傷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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