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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论研究专题】

荀 子 欲 物 关 系 新 解∗

李 晨 阳

摘　 要：学界通常把《荀子·礼论》中“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句解读为从正反两个方面重复表达一个

意思，即所欲之物不能超过现存之物。 按照这种解读，荀子的主旨是把欲望限制在现有财物的范围之内。 这种解

读既不符合荀子原句的表述，也不符合荀子哲学的宗旨。 实际上，这两句是说人的欲望不必受现有物资的限制，欲
望的满足不应耗尽物资供应。 在荀子看来，通过礼的有效节制，欲望的增长可以促进物资的生产，物资的供应可以

满足欲望。 如此，则“物”与“欲”互相扶持而双双增长，即“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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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荀子对儒家哲学的最主要贡献是他关于礼的理

论。 《荀子》一书对礼的论述最集中的体现是《礼
论》篇。 该篇开宗明义，表述荀子对礼的起源的

主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①

这里，荀子明确地把礼与欲联系起来，人有欲而

求，所以必须用礼加以节制。 学界通常把荀子“使
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句解读为从正反

两个方面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即所欲之物不得超

过现存之物，其主旨是把欲望限制在现有物资的范

围之内，省用物资。 这种通常的解读既不符合原句

的表述，也不符合荀子哲学的宗旨。 这种解读的最

大困难是它使荀子的哲学无法说明社会的经济发

展。②具有超出世上现有财物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

必要条件，不然，社会就不可能发展。 按照通常的解

读，荀子的哲学就不能给社会发展留出空间，而荀子

恰恰是很重视发展的。 本文论证这两句的意思是说

人的欲望不必受现有物资的限制，欲望的满足不应

耗尽物资供应。 荀子主张，通过礼的有效节制，欲望

的增长可以促进物资的生产，物资的供应可以满足

符合礼的欲望，如此，则物与欲互相扶持，即“两者

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

把“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简称 “物欲

两句”。
在解读《荀子》时，本文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是

善意的合理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即在解读

古代文献遇到模棱两可的地方时，要对原作者的意

思尽量做出比较合理的解读，尽量把其意思说通。
这是现代人文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 第二是

统一连贯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即把作

者的话放到其上下文中去理解，把具体观点放到其

整个思想系统中去理解。 这是当代诠释学使用的一

个基本原则。 这两个原则合理使用，可以帮助我们

合理地解读荀子物欲两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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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荀子物欲两句的通常解读

对荀子所言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

欲”，学界有些常用版本（比如王先谦、王天海、梁启

雄等）仅仅或者基本上重复荀子的原句，不做明确

的展开和表述。 笔者所见的做出明确表述的版本，
则都把这两句说成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表达的同一个

意思，即 “使人们的欲望不消耗尽财物”。 兹举

几例。
例一，北大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
　 　 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

不到满足，使物资也不至于为人们的欲望所用

尽。③

例二，张觉的《荀子译注》：
　 　 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

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④

例三，高长山的《荀子译注》：
　 　 让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又一定不能用尽

财物，使财物一定不会因为满足人的欲望消耗

尽。⑤

例四，李波的《荀子注评》：
　 　 使欲望必定不因财物的缺乏而得不到满

足，财物必定不因欲望而耗尽。⑥

这些选段中前一句的意思都是必须有足够的物

资满足欲望；后一句则表示物资不能被欲望消耗殆

尽。 其数量方面的逻辑值，无论表述为“欲＜物”（欲
必须小于物）或者“物＞欲” （物必须大于欲），皆是

等值的。⑦

英语学界在翻译《荀子》时也采用了同样的解

读。 三个比较流行的翻译版本皆是如此。
例五， 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 的 Ｈｓüｎ Ｔｚｕ：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
　 　 Ｔｈｅｙ ｓａｗ ｔｏ ｉ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ｖｅｒ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ｆａｌｌ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ｒｅｄ．⑧

按照 Ｗａｔｓｏｎ 的解释，这里荀子第一句说人的欲

不要超过（ｏｖｅｒｅｘｔｅｎｄ）满足欲望的财物所提供的范

围，第二句说满足欲的财物不能少于所欲之财物。
例六，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的 Ｘｕｎｚｉ：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ｓ．⑨

“Ｗａｎｔ ｆｏｒ”即不能满足。 前面加否定词“ｎｏｔ”，
第一句就是欲不会或者不能得不到满足。 第二句说

物不会被欲消耗用尽。
例七，Ｅｒｉｃ Ｈｕｔｔｏｎ 的 Ｘｕｎｚ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

这是目前英语界最新的《荀子》翻译：
　 　 Ｔｈｅ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ｂｅ 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ｓｉｒｅｓ．⑩

其意思也与上面两个翻译相同。

所有这些中、英文的解读的共同点是，荀子的第

一句说欲———在所欲的数量和质量上———不能大于

物，第二句说物必须大于欲。 即两句话的语义等值，
都说欲不（可）大于物。

三、通常解读的困难

这种通常的解读有三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它

不符合原文讲的“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第二个困难是无法合理地解释荀子接下来说的“两
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第三个困难是通常的

解读与荀子的整个关于物欲互相作用以促进发展的

思想不符。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困难。 荀子原文说“使欲必

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
们把“使”和“必”暂时放在一旁，集中讨论“欲不穷

乎物，物不屈于欲”的意思。 讨论清楚之后，就可以

把“使”和“必”放回去还原荀子的原意。 《说文》：
“穷，极也。” 《荀子》一书中所用的“穷”字，既有贫

困的意思，也有穷尽的意思。 用作穷尽之意，可见

《荀子·修身》“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 先秦文献

中“穷”与“屈”并，可见于《庄子·天运》“目（知）穷
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 “穷乎”之“乎”是“于”
的意思，《荀子·劝学》：“道出乎一；治生乎君子，乱
生乎小人。”《史记·礼书》转引此两句时则直接以

“于”代“乎”，作为“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
可为佐证。 同时，“于”表示被动式，如《荀子·修

身》“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所以，“不穷乎”表示

“不尽于”；“不穷乎物”即“不尽于物”。 对“物不屈

于欲”一句，杨倞训“屈，竭也”，即“不屈于”等于

“不竭于”。 “物不屈于欲”也就是说物不被欲消耗

殆尽。 王先谦即明确把荀子物欲两句读为“欲不尽

于物，物不竭于欲”，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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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的分析，“不穷乎”和“不屈于”表达的

是一样的意思。 荀子在说“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

欲”时，前后将“物” “欲”倒换了位置。 如果“不穷

乎”和“不屈于”是一个意思，“物”“欲”倒换了位置

之后，只有在物欲等值的情况下，转换后的两句话才

能逻辑等值，表达同一个意思。 鉴于公认的理解，第
二句的意思明确表示物要大于欲，这里的物欲不等

值。 “物不竭于欲”的要求甚至不允许在物满足了

欲之后没有剩余（即事实上物欲等值），因为那种情

况下实际上还是“物竭于欲”。 所以在荀子那里，当
“物”“欲”倒换了位置之后，“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

欲”就不可能说同样的意思。 因此，通常的解读与

原句不符。
有的荀子学者无疑已经意识到通常解读与原句

不符的困难。 比如，钟泰在《荀子订补》的“礼论”部
分中把“欲必不穷乎物” 读作 “欲不尽物”。 他把

“乎”字删掉，把被动句改为主动句，把“不穷乎”改
为“不尽”，而非“不尽于”，从而把“欲不穷乎物，物
不屈于欲”解读为“人之欲不尽物，而物亦足以给人

之求，故又曰物必不屈于欲”。 请注意，钟泰保留了

后一句“不屈于”中的“于”字，保留被动式。 经过如

此删一字的特别处理，虽然“欲”和“物”在两句中交

换了位置，但前一句是主动句，后一句是被动句，还
是可以把两句解读成一个意思，从而达到两句逻辑

等值的目的。 但是，在后面的讨论中，他却又接着说

“欲不尽物，物不屈欲”，又把后一句的“于”字也删

掉了，与前句里删掉“乎”字一致，也把后一句由被

动式变成主动式。 如此一来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麻

烦。 “物不屈欲”的意思是“物不竭欲”或者“物不尽

欲”，即欲大于或者超出物的范围，欲＞物。 这样，钟
泰转了一圈儿又与自己前面说的相矛盾，还是达不

到把两句解读成同一个意思的目的。 他遇到的困难

恰恰说明，如果我们忠于荀子的原句，就不能把两句

读成一个意思。
应该指出，通常的解读把“欲必不穷乎物”解释

为，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

满足，属于不当地使用了善意的合理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这些学者们坚信荀子不会认为欲望

可以超过物，所以宁肯强行篡改荀子的原句，也要把

荀子解释成他们自认为合理的立场。 本文论证，他
们自认为合理的立场与荀子的意思不符。

通常解读的第二个困难，是它无法合理地解释

荀子接下来的两句话，“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

也”。 学界对“长”字的解读有所不同。 有人读作

“ｚｈǎｎｇ”，也有人读作“ｃｈáｎｇ”。 较早把“长”读为

“长久”的如杨倞，“欲与物相扶持，故能长久”。 后

人有诸多效仿的。 比如，北大荀子注释组曰，“物资

和欲望能相互制约而长久地保持协调”；高长山

曰，“使财物、欲望互相制约而保持长久不变”。
这种解读与对前两句的解读有不一致的地方。 通常

的解读把荀子两句说成一边倒的一个意思，即物要

一直大于或者多于欲。 若此，则不能说明欲与物如

何能够“互相制约”“互相扶持”。
同样的困难也见于海外的有关解读。 比如艾文

贺（Ｐ．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认为，荀子要在欲和物之间达到一

种“令人满意的对称性”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艾文

贺说，＂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ａｇｅｓ ｄ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ｂ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ｓ ｂｏｕｎｔｙ ｉｎｔｏ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古代圣

人们制作礼义，从而达到人的需要和自然的限制之

间的和谐平衡，实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称性）。 艾

文贺使用“对称性”的表述，而不是只由一方限制另

一方，似乎也在说欲望和物资能够相互制约而保持

协调。 但是他引用 Ｗａｔｓｏｎ 的翻译，其实不能支持他

的解读。 其引文加括号注解如下：
　 　 Ｔｈｅｙ （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ａｇｅ ｋｉｎｇｓ） ｓａｗ ｔｏ ｉｔ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ａ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Ｔｈｕｓ ｂｏｔｈ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ｓｏｎ ８９） ．

Ｗａｔｓｏｎ 的翻译把荀子两句读作一个意思，都是

要保持物大于欲，不能从中得出欲望和物资能够相

互制约而保持协调的结论。
钟泰则主张：“长读丁丈反，亦非长久之意。”

“丁”此处读音是 ｚｈēｎｇ。 长读音丁丈反，即 ｚｈǎｎｇ。
可是他主张“两者相持而长”的“两者”不是指欲和

物两者，而是指“欲不尽物，物不屈欲”两句。 问题

在于，即使“欲不尽物，物不屈欲”这样的“两者”可
以“相持而长”，归根结底，那也只能是因为“欲”与
“物”两者能“相持而长”。 所以，钟泰的说法并无补

益。 他把“长”读成“增长”的“长”则是正确的，有
助于我们合理地解读荀子物欲两句。 作为“增长”
的长，与“消”相对。 荀子物欲两句的上下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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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

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如果我们把上下文中的“养”与“长”联系起来

看，“长”应为“增长”的“长”。 约同时代的孟子云：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荀

子在《王制》 《富国》 《王霸》诸篇里多次把“养”与

“长”连用（详见下面“王制”引文例子），也说明他

讲的“养”与“增长”的“长”有联系。 荀子物欲两句

的上文讲“养欲”，下文讲到的“长”应该是“增长”
的“长”，而非“长久”的“长”。

与此相符，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
　 　 “持”，借为“待”。 《说文》：待，竢也。 “两

者相持而长”，乃谓“欲”与“物”相俟而增。

董治安与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则对梁氏

的解读提出异议：
　 　 梁氏《简释》谓“持”乃“待”字之假。 “两

者相持而长”，乃谓“欲”与“物”相俟而增，甚

谬。

董郑二氏此看法也不难理解。 如果按照通常的

解读，把物欲两句读为同一个意思，皆曰欲不可以超

过物，那么，说欲与物相俟而增，似乎真的说不通。
然而，梁启雄的解释在司马迁那里可以找到佐证。
《史记·礼书》转述《荀子·礼论》曰：“使欲不穷于

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如
此看来，梁氏说“持”乃“待”字之假，并非没有根据。

“相待”有互相凭借的意思。 如此解读“两者相

持而长”一句，当代学界大多接受梁氏之说。 比如

张觉的《荀子译注》，“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

约中增长”；李波的《荀子注评》，“二者互相制约

而增长”；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译》，“两者相须

而增长”。 把“长”读作“增长”的“长”，与荀子讲

的“养欲”的思想一致。 但是，无论是两者“相持”还
是“相待”而长，都要求两个方面的互相作用。 一方

面欲待于物，另一方面物待于欲。 接受这种解读，在
逻辑上要求我们不能按照之前通常的解读，把荀子

物欲两句解读成只是一个意思，即仅仅读成欲不可

超出物，而是要解读为两者可以互相超出，同时两者

的关系受礼的节制。 我们会在后面具体讨论这是如

何可能的。
通常解读的第三个困难，在于它违背荀子关于

发展生产、扩大财源的整体哲学思想。 荀子哲学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它主张要“制天命而用之”，
而绝不仅仅是坐守着大自然奉献的财物，通过省用

节流达到细水长流的目的。 《天论》曰：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

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侍（待）之，孰

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聘（骋）能而

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

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为了实现“有物之所以成”的目的，荀子对人类

可以掌握自然、发展自然、扩大财源持积极而乐观的

态度。 《富国》曰：
　 　 若是则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
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

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 夫

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在荀子的时代，能够喊出“何患乎不足”如此响

亮的口号，需要有何等的气魄与前瞻能力！ 按照这

个道理，《王制》强调按照礼义，促进“养长”的具体

措施，曰：
　 　 君者，善群也。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
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故养长时，则六

畜育……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

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

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

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伐养长不

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遵循此“养长”之道，则世上万物丰盛。 施之以

礼，则社会在分配财物方面可以实现和谐有序。
《富国》曰：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节用以

礼，裕民以政。 彼裕民，故多余。 裕民则民富，
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上以

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
无所臧之。 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故知节用裕

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

积矣。
《富国》篇有一段为荀子的发展哲学做了很好

的总结：
　 　 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

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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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 是知国计之

极也。
在这个方面，荀子省用与开源并举，这跟墨家单

方面的节用哲学形成很大的反差。 荀子曰：
　 　 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钟

击鼓而和。 《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瑲瑲，降

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 既醉既饱，福禄

来反。”此之谓也。 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

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

戚非乐，而日不和。
在荀子看来，墨家的尚俭节用是一种没有前途

的哲学。 儒家则节流、开源并重。 如果实行儒家的

办法，根本不用担心财物不足，反而是消费不了生产

出来的“暴暴如丘山”的大量财物。 由于这个原因，
荀子所关心的不是如何把欲望限制在世上已经存在

的财物范围之内，而是要在礼义的作用下“养欲”，
即“养人之欲”，使其与物相持而增长。 《礼论》曰：

　 　 故礼者养也。 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

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

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

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 故

礼者养也。
“养”不仅仅是满足的意思，也有积极调教、培

植的意思。 通过礼的培养，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可欲

的，什么是不可欲的，从而产生并维持对社会发展有

益的欲，有利于实现儒家的富裕社会的理想。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常对荀子物欲

两句的解读，强调欲不可超出世上之物的局限，不符

合荀子积极发展生产、扩大财源的思想。 荀子所言

“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明显

不是在陈述现实中存在着的物资，而只是他对美好

社会的憧憬。 这无疑是一种欲望，此欲望明显超出

了现实。 对荀子而言，只要有礼的指引，欲望就可以

超出现有财物的范围。 也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展

生产，创造财物，以到达“不时焚烧，无所臧之”的高

度发达的程度。 应该说，在这方面荀子比孟子更有

雄心大志。 《孟子·梁惠王上》勾勒出来的前景是：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在孟子的时代，能实现平民不饥不寒，已
经实属不易。 荀子描绘的前景远远超出温饱的水

平。 荀子这里所描述的极大丰富的“物”无疑尚未

存在，他所有的只是一种欲，一种毫无疑问的“不穷

乎物”的欲！
我们把荀子物欲两句放到他关于物与欲“两者

相持而长”的整句中解读，再进一步放到他的整个

哲学中理解，符合解读文献的统一连贯性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四、新解与总结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再回头看看荀子

《礼论》开篇一段：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首先，荀子对“欲”和“求”做了区分。 荀子在这

里说得很严谨。 他说“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争则

乱，乱则穷，而没有直接说“欲”而无度量分界则争，
争则乱，乱则穷。 这跟荀子在《富国》里说的有所不

同：“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但是严

格说来，“求”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欲而无求

则亦无争。 欲只是内心的意念，而“求”则是表现出

来的行为。 荀子认识到人自然有欲这样的事实，看
到人不受约束时就会循欲而“求”，所以“求”必须有

节制，从而得出人类社会需要礼的结论。
荀子明确主张，人的欲的多寡并不能决定是否

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 《正名》曰：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

者也。 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

欲者也。 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
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
按照韦政通先生的解读，主张去欲的是道家，主

张寡欲的是墨家。 荀子对两者皆持批评态度。荀

子认为，人之有欲无欲，欲之多寡，跟社会的治乱是

不同范畴的事情。 社会之治不取决于人是否有欲以

及欲之多寡，而是取决于社会是否能正确而有效地

引导欲望（“道欲”），即是否能够以礼导欲。 荀子

说，这是因为：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 欲不待可得，
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

这里的“可得”与《正名》接下来讲的“以所欲为

可得而求之”中之“可得”一致，与《礼论》中“欲而

不得”相对应，指的是可得之物。 这句话是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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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并不受现实中可得之物的限制。 当人们在

“求”所欲之物的时候，则应该服从可得之物的限

制。 承认人的欲望并不需要等到能得到所欲之物才

产生，也就是承认欲会大于现有的物。 荀子主张，人
们如何“求”其所欲，则由心来定夺。 当然，心是可

以由礼义节制的。 所以，“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

多，奚伤于治？”

荀子主张礼的作用是 “以养人之欲，给人之

求”。 人生来可以有很多可“欲”的东西。 礼告诉我

们什么是该求的，什么是不该求的。 实施礼义甚至

可以培养和调节人的欲望，以除掉去求不该求之行

为的根源，即“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

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 但

是荀子并没有说只能“欲”世上已经有的东西。 按

照荀子的这种想法，假如世上的苹果只够一人一个，
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能“欲”一个苹果，亦即“欲不待

可得”。 你可以“欲”更多更好的苹果，但是，你如何

去“求”，即如何去满足这个欲，则需要礼义的节制。
你去抢本来属于别人的苹果，当然不行。 但是，如果

你通过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和质量以达到欲的目的，
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要大大提倡的。 这也是

《富国》篇的宗旨。
其次，理解了荀子关于大力发展生产的基本思

想，我们就可以按照字面来解读“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屈于欲”两句。 荀子这两句是说，我们的欲不

必受世上现有财物的限制。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生

产，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欲望必须不能受现有之

物的限制。 同时，我们又绝不能让欲望消耗掉存在

的资源。 欲与物必须“两者相持而长（ｚｈǎｎｇ）”。 一

方面，按照礼义用已有之物来“养欲”，使人们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欲”的，使欲向有益的方向发

展和增长。 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荀子主张铺张浪

费、滥用自然资源。 荀子主张以礼节欲、以礼节用，
并非所有的欲都值得提倡。 当时荀子还并不能预料

到人类欲望的增长有一天会危及大自然，危及人类

本身的存在，所以，他并不能明确地提出这方面的预

警。 但是他有关“节用以礼”的原则无疑很有当代

意义。 另一方面，欲则为扩展财物提供了动力和可

能性。 在荀子那里，“物”主要指自然产物，主要是

农业产物，而非工商业产品。 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所

关心的主要是粮食是否够吃、棉麻是否够用。 其实，
人之所欲不仅仅限于自然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正

是人们对尚未存在之物的欲望推动了社会的物质生

产，以至于我们今天有飞机、电脑、手机，等等。 在物

质方面，现代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于欲超过了

现有之物而引起的，欲望对于物质的超前性是社会

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荀子的哲学反

映了这个基本的真理。 我们当今可以把他的有关思

想放到现代物质发展的情境中考量，可以使荀子古

代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其现实作用。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各方面的理由，荀子所言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是说先王制作礼的目的是让人的

欲望不受现有物资的限制，同时欲望的满足不应耗

尽物资供应，物欲两者互相扶持，双双增长。 在《礼
论》开篇的整个段落中，荀子按照自己的理解陈述

先王制作礼义的缘由，解释礼义的目的。 在荀子看

来，先王制作礼义的这种作用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它
也有永恒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按照荀子的主张，通
过礼的有效节制，欲望的增长可以促进物资的生产，
物资的供应可以满足符合礼的欲望。 这就是物欲的

合理关系。
　 　 本论文初稿曾演讲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西北师范大

学“哲学和宗教经典翻译与诠释”国际研讨会上，并
通过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复旦大学卿云讲座宣讲，也在南

洋理工大学 ２０２１ 春季学期的 ＨＹ７００５ 研究生研读

课上做过分享。 在此感谢与会学者、听众朋友和参

加 ＨＹ７００５ 课的各位研究生的提问、评论和讨论，也
感谢李记芬博士对初稿的评论和建议。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文本及观点，除注释注明的以外，还参考了王天海：
《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

学》，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 年。 ②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发

展也是如此。 人们想改变现状的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原因之一。

这种愿望属于欲的范畴，即“欲”现状所缺乏的事物。 此文仅论及经

济方面的发展。 ③北大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 ３０８ 页。 ④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９４ 页。 ⑤高长山：《荀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６０、３６１ 页。 ⑥李波：《荀子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８１ 页。 ⑦中文学界的解读还有一些语焉不详。 例如，耿芸标校的

《荀子》遵循杨倞《荀子注》说：“故欲不尽于物，物不竭于欲。”参见

耿芸标校：《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８ 页。 熊公哲《荀

子今注今译》说，“使欲必不至穷于物之不贍，物必不至屈于欲之无

厌”。 参见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年，第
３６９ 页。 王忠林的《新译荀子读本》则没有明确说明这两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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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忠林：《新译荀子读本》，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９ 年。 ⑧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 Ｈｓüｎ Ｔｚｕ：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ｐ．
８９．⑨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Ｘｕｎｚｉ：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５５．⑩Ｅｒｉｃ． Ｈｕｔｔｏｎ． Ｘｕｎｚ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２０１．英文翻译唯

一与以上三个不同的是 Ｈｏｍｅｒ Ｄｕｂｓ 由 Ａｒｔｈｕｒ Ｐｒｏｂｓｔｈａｉｎ 出版社于

１９２８ 年出版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Ｈｓｕｎｔｚｅ。 译文为：“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ｉ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ｎ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ｅ ｕｓｅｄ ｕｐ ｂｙ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 参见 Ｈｏｍｅｒ Ｄｕｂ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Ｈｓｕｎｔｚ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Ｐｒｏｂｓｔｈａ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ｐ．２１３．该译文的前两句比较接近荀子原意。 前句说欲

不被物所穷尽，可以理解为欲大于物所涵盖的范围；后句说物不被欲

所耗光，可以理解为物持续地大于欲。 可惜该书年代久远，被后来的

三个译本所取代。 虽然由台北的 Ｃｈｅｎｇ－Ｗ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于 １９７３ 重

印，但还是流传不广。 另外，结尾的“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明显是

把“相持而长”的“长”读作“长久”，不妥。 我们下面会讨论。 王

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４６ 页。 Ｐ．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Ｘｕｎｚｉ’ 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９１，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２， ｐｐ．３０９－３２２． 其修订版为：Ｐ．
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Ｘｕｎｚｉ’ 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 Ｔ． Ｃ． Ｋｌｉｎｅ
ＩＩＩ， Ｊｕｓｔｉｎ Ｔｉｗａｌｄ． ｅｄｓ． Ｒｉｔｕａｌ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Ｘｕｎｚｉ，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３－６０． 在 ２０１４ 年发表的修改版中，艾氏引用 Ｈｕｔｔｏｎ 的

译文，还是把荀子两句解读为一个意思。 参见注释 １５。 《孟子·
告子上》。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５３ 页。 
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６１６ 页。 
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年，第 ３６９ 页。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第 ８２ 页。
《荀子·正名》。 《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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